
清风拂过，金色的稻田发出“沙

沙”的响声，这是稻穗撞击的声音；放

眼望去，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而动，这

是水稻成熟的模样；农民在田里穿

梭，不时传来爽朗的说笑声，这是9月

江城大地丰收的景象。

在黑土地上收获梦想

9月23日，在2022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主会场，“全国十佳农民”接受颁

奖。永吉县一拉溪镇九月丰家庭农

场负责人肖建波登上领奖台，成为我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农民企业家。

肖建波今年50岁，其祖辈都以种

地为生。他出生在水稻主产区的新兴

村，打小就帮着父母侍弄水稻，育苗、插

秧、施肥、除草，直到收获。看着父辈们

辛苦劳作一年，收入却仅够维持一家的

温饱，一个种出优质水稻，让家人过

上好日子的梦想，早早就在他

的心里扎下了根。

高中毕业后，

肖 建 波 选 择

留在家里帮父母种地。为了种好水

稻，他买了大量水稻种植技术的书，

还自费到中国农民大学进行深造，

又挨个拜访村里村外的种地能人，

还有镇里、县里的农业技术人员。

几经寒暑，肖建波掌握了丰富的水

稻种植技术，乡亲们在水稻种植上

有什么技术问题，都愿意找他探讨，

他成了乡亲们口中的“土专家”。

2010年，肖建波的事迹引起袁隆

平院士团队的关注，并获得了极大的

技术支持。2011年9月，他更是受到

了袁隆平院士的亲切接见。袁老决

定将多个水稻新品种交给肖建波试

种，并嘱托他：“北方温差大，南方种

的水稻没有北方的口感好，希望水稻

新品种能在北方吉林的黑土地上种

植成功并大面积推广。”

此后，在袁隆平院士倡导下成立

的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又与

肖建波建立了合作关系。2013年，优

质粳稻品种“隆优619”在一拉溪镇进

行了布点推广；2014年开始大面积种

植，新品种每公顷可助民增收 3000

元。现种植面积已超过200公顷，水

稻良种优势初步显现。

2013 年，肖建波注册成

立了九月丰家庭农场。几年

来，农场逐步发展壮大，每

年流转农民土地近 500

公顷。农场建有农机

库房1000平米，拥有中大型拖拉机10

台、水稻高速插秧机10台、水稻收割

机4台、筑埂机两台、施肥机、播种机

等配套机具共60多台套；拥有现代化

育秧大棚60栋，共3.2万平米，还有

20吨智能水稻催芽车间。

2016 年，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吉林试验站落户九月丰家庭

农场。依托该中心，肖建波参与试

验示范水稻品系、品种 1700 多个。

他自主注册“袁氏国米”品牌，形成

稻米种植、观光、研学、农旅、加工、

销售的三产融合产业链。

作为一名党员，肖建波没有忘了带

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承诺。他的农场

采取“村企合作”形式，扶持北阳村和新

兴村发展绿色水稻种植产业，共为贫困

户分红20余万元，帮助50个农户实现

脱贫；安置当地劳动力300余人，每年人

工费在130万元左右。

国庆节前夕，记者来到九月丰家庭

农场时，刚从中国农民丰收节成都主会

场回来的肖建波，已经在“一线”收割水

稻了。穿着工作服的老肖擦了擦头上

的汗水，又喝了口水，指着正在收割的稻

田说，第一批大米今年中秋期间就上市

了。现在是水稻大面积收割阶段，再有

十来天，就能收割完毕。

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

肖建波用热爱和汗水，在

黑土地上种出了优质

水稻 ，带领乡亲们

实现了共同致富

的 梦 想 。 肖

建 波 说 ，

他 将

把

农场做大做强，让更多人吃上永吉

的优质大米，让乡亲们生活的更加

富裕。

“丰收的企业”笑开颜

金秋时节，稻谷成熟。在吉林市

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一望无际的

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下泛着

金黄色。水稻收割机在田中来回穿

梭，机器“轰轰”作响，脱粒的水稻随即

运往水稻烘干塔。

昌邑区最大的大米加工企业是

东福米业，公司董事长刘延峰说：“我

们从9月3日开始收割，同往年相比，

今年水稻的产量更高一些。”

大荒地村采取村企合一管理模

式，每年都在逐步开展适度有序的土

地流转。土地由村委会统一管理，村

委会成立水稻种植公司，与东福米业

签订生产订单，对流转后的土地实行

集约化经营，完成土地流转的农民在

年初就能拿到土地的全年收益。目

前，东福米业有绿色水稻种植基地

2000公顷、有机水稻种植基地300公

顷，全年稻米加工能力达20万吨。

九月末，舒兰市各地开始陆续抢

抓农时收割水稻。在舒兰市永丰米业

有限公司水稻基地，几台收割机在田

间穿梭，机械化作业为秋收按下“快进

键”。

永丰是舒兰市最大的稻米加工

企业，水稻种植采取稻鸭共生、稻蟹

共生两种生态种养模式。这种种养

结合的生产模式，能综合利用稻田空

间，节约耕地，形成良性循环系统，还

增加收益。目前，基地已经收割300

公顷，预计10 月上旬收割完毕。总

经理曹洪峰也是农民的后代，他表

示：公司通过稻米品牌建设，实

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

造了集“研发、生产、示

范、体验”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吉林市水稻主产区——

探 寻 丰 收“ 密 码 ”
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又到稻田飘香时，稻花香里说丰年。

9月28日，记者驱车来到延吉市朝阳川镇

太兴村。刚进村，路边的百亩稻田映入记

者眼帘，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动，金黄的

水稻染黄了乡村田野，成为秋日里一道丰

收盛景。

漫步在稻田之间，浓浓的稻香味扑鼻

而来。延边农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熊传龙弯腰折下一株稻穗，熟练地剥开

稻壳，指着饱满的米粒笑眯眯地对记者说：

“今年的水稻长势很好。你看，这水稻颗粒

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

今年39岁的熊传龙是太兴村土生土

长的坐地户，也是村里不多见的壮年。“父

母都是农民，我从小看着他们在地里忙活，

一年四季忙三季，虽然没挣过啥大钱，但只

要有活儿干、有地种，他们就一直有盼头。”

熊传龙和记者唠起了家常。他当过兵、做

过工，也曾出国做劳务。“老话儿说‘家中有

粮，心里不慌’，对农民来说，守好、种好自

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能端稳手中的饭碗。”

2003年，在外闯荡多年后，对黑土地有着

深厚感情的熊传龙思虑再三作出决定：回

家种地！

“太兴村紧靠五道水库，这里的水质

好，特别适合种水稻。”15年的时间，熊传

龙起早贪黑在自己300多亩水田里辛勤

劳作着。他说，最愁的就是喷农药和撒化

肥。每次打药时，都要背着近50公斤的

喷雾器，边走边打，一天要打60多壶。水

稻抽穗前还要进行四五遍喷药，经常累到

虚脱。“现在有了撒肥机，几个小时就能完

成以前好几天的活儿，效率很高！”

育苗、插秧、灌溉、施肥、防虫，每个环节熊传龙都精心管理。“每天

与水稻打交道，我总在琢磨和学习经验。所以，我种出来的大米自然好

吃，销路自然也好。”熊传龙骄傲地说。

时间长了，慕名而来的客户随之增多，熊传龙集中收购村民种植的

大米，统一销售。几年下来，他经销的大米颇有名声。在家人和朋友的

鼓励下，2018年，熊传龙投资180多万元建了一座大米加工厂，开始自产

自销，并注册了“常誉”大米商标；2019年，成立延边农丰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随后与本村的8家种粮大户签约合作，收购价格高于其他农

户。“合作社还帮助村里解决20余人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随着村民收入

增加，合作社也赢得了村民信任。

记者跟着熊传龙的脚步向稻田深处走去，一穗穗颗粒饱满的水稻

让他爱不释手，“别看现在水稻有1米多高，刚开始稻苗只有小半拃高。

没有插秧机时，只能弯腰把水稻秧苗一株株播种到地里，特别辛苦。现

在，把育秧盘摆好之后，机器就能自动作业，一天就能育5000至6000

盘，相当于以前人工的二三十倍。”

“现在买农机具政府还有补贴，我前前后后省了6万元钱左右。”熊

传龙告诉记者，惠农政策给力，种粮更有奔头了。

近几年，熊传龙添置了各种农机具，从耕田、播种、育苗、插秧到收

割、脱粒，种地已完全实现机械化，农民早已不再是“泥腿子”，种地变得

省时省力，越来越轻松。

谈话间，合作社的村民熊学德找到他，询问最近有没有需要帮忙

的。“现在就等着‘十一’之后收割了，现在都是机械化收割，快！几天就

收完了，到时候在厂房里帮忙打包、装车就行。”熊传龙说。

提起加入合作社，熊学德脸上满是笑容。“加入合作社太好了。我

家的300亩水田，不愁种、不愁卖，合作社对我们实行‘管家式服务’，每

亩地比以前多挣了400多块钱。农闲时还能到工厂打工，真是一举多

得。”

离水稻基地不远处，就是熊传龙的大米加工厂。除样品外，去年生

产的大米早已销售一空。脱贫户丁长忠正在工厂里打扫卫生，“我家地

少，都合并到合作社里了。现在我在这打工，每个月能挣5000块钱，不

忙的时候还能照顾着家里的小卖部，日子越过越舒心。”

在熊长龙的带动下，村民干得很起劲儿。合作社和企业先后获得

全国重点扶持补助示范合作社、吉林省绿色无公害种植基地、吉林省

AAA级诚信企业等荣誉称号。

“合作社自己加工的大米供不应求，我们开始向周边7个村

收购大米，统一加工销售。”熊长龙做起村民的“引路人”，带着

大家一起走上致富路。

近年来，随着宁波帮扶延边协作产业项目的推进，

熊传龙的合作社也受益匪浅，大米销路越来越好，“常

誉”品牌大米打入宁波市场。“今年，合作社发展得

不错，亩产量高，大米质量好，迎来销售高峰。

目前，已与近40个客户签约订单，大米远销

深圳、武汉、宁波等地。”熊传龙说，合作

社今年大米的产量在100万公斤左

右，收入可达300万元，带动30多

户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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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吉林市昌邑区东
福米业水稻收割进行时。

本报记者 张添奥 摄

②沉甸甸的稻穗颗
粒饱满。

李军广 摄

③熊传龙在田间地
头查看今年水稻长势。
本报记者 张敬源 摄

压题照片：金黄的水稻染黄了
乡村田野，成为秋日里一道丰收的
盛景。 本报记者 张伟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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