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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喜迎二十大

入秋，新米陆续上市，通榆特产

的杂粮杂豆也逐渐火了起来，久负

盛名的鹤香、碱不落、向海泥湾、大

段河、通榆豊、向海特产等品牌的杂

粮杂豆在工人的加班加点中打包成

箱，通过淘宝、拼多多、微信客户端、

美团优选等知名互联网平台销往北

京、上海、长春等地。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杂粮杂豆

品质特别好，加上我县特殊的地理位

置——北纬44°13′至45°16′之

间，是公认的黄金种植带，所产的杂

粮杂豆均为弱碱性，深受广大消费者

欢迎。”通榆县电子商务中心工作人

员温玉华说。

2022年，通榆杂粮杂豆种植面

积93万亩，预计产量3.91亿斤，产

值6.94亿元。共获得绿色食品认

证14个，有机农产品品牌40个。

近年来，通榆县始终把杂粮杂

豆标准化生产作为杂粮杂豆产业

振兴战略的首要工作来抓，有效破

解了杂粮杂豆种植管理粗放、产量

低、品质难以保障等问题。2020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东北

地区食用豆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区建设”在这里设立，该项目是科

技部首个杂粮杂豆领域的国家级

重大专项“杂粮产业链一体化示范

课题”之一。通过课题研究，全县

建立了杂粮杂豆选种、种植、农药

及肥料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

产品包装、运输及贮存等标准，做

到了从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都

有科学、实用和可操作性的标准可

依。同时，不断加强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提高膜下滴灌等高效节水种

植模式的种植面积。重点围绕提

升现代农业装备和农业科技支撑

水平做文章。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全县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0.8

万亩。

抵御市场风险需要一些新思

路、新做法。自2021年起，通榆县

依托白城市区域性杂粮杂豆交易中

心建设项目，强化政策引导，鼓励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改变了以往传统

的一家一户杂粮杂豆种植模式，规

模化经营主体日益增多。通过流转

农民土地，一些农场主、合作社纷纷

进行规模化经营，不仅提高了机械

化作业水平，还降低了劳动力成

本。另外，通过“公司+农户”或“公

司+基地”生产模式，为农户带来了

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更使

杂粮杂豆种植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截至目前，全县种植合作社已发展

到1033家，杂粮杂豆规模化经营面

积达到28.8万亩。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为

了给农民增收致富寻找新出路，通

榆县按照我省加快构建十大产业集

群工作要求，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企

业招商力度，产业链条日益完善。

全县现有杂粮杂豆加工生产企业

15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4家，市级

龙头企业5家，县级龙头企业6家。

2021年，杂粮杂豆生产加工量达到

1.28亿斤，产值12.44亿元，销售收

入7.27亿元。

种得好，更要卖得出。近年来，

通榆县一直致力打造杂粮杂豆优势

品牌。鹤香、碱不落、向海泥湾、大

段河等品牌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截至目前，通榆县共有杂粮杂

豆“两品一标”认证品牌54个。同

时，通过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利用电

商直播、网红带货、电商平台实现线

上杂粮杂豆产品销售。2022年上

半年，全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

1690万元。

杂粮杂豆是这样丰产热销的
李桂华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老话说：“白露谷，寒露豆，花生收在秋分后。”但扶余市三井子镇太安村村民高启明9月13日就

开始收割花生，收完的花生正在地里晾晒。“现在由于花生的品种不一样，种植时间也灵活，我们收割

的时间也就相对比较早，好多人和我一样，不到白露时节就开始采收花生了。”

高启明说，以前自己做农资生意，前几年听政府宣传，太安村的土地是排水能力强的沙壤土

地，比较适合种植花生。他随即利用自己家的土地开始种植，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之后，他又

加大投入，开始承包土地，专门种植花生。5年的时间，收入连年翻番，钱袋子也是越来越鼓。“今

年种了30多垧地，其中4垧是自己家的地，其余是承包的土地，现在预计1垧地能收获1.3万斤左

右花生。”高启明说。

研究新的种植模式让花生增产，是高启明一直在琢磨的事。“种植花生也有几年了，农广校组

织的培训班我积极参加，每届农博会我都去参观学习，农业专家来我们村指导时，我也积极向专

家请教花生种植知识，目的就是学习新技术，增加花生的产量。”记者从高启明的话语中能够感受

到他对种植花生的热情。

“我们村里的几片花生田，从春天种下第一粒种子开始，就一直备受呵护。专家定时到田里

查看长势，进行田间管理。有专家在，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太安村党支部书记韩吉福说。

一直以来，扶余市积极推动高效生态特色农业发展，加快花生特优区建设，做强龙头企业、精

深加工、品牌建设，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基地＋农户＋标准化”的运行模式，花

生产业不断壮大，已成为全市第二大支柱产业。“扶余四粒红花生”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引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鲁花集团，花生加工转化率达80%，位居全国领先水平。花生出口量

占全国72.3%，全国第一。三井子镇已成为全国最大花生生产基地，获“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称

号。三井子杂粮杂豆交易市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杂粮杂豆集散中心，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定点

市场。

走进三井子镇万顺家庭农场，院子里堆满了待去壳的花生，工人们在机器旁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每年的10月份是最热闹的，农民们卖花生的车一辆接着一辆，院子里收上来的花生堆成小

山，特别壮观。”万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凤喜向记者介绍，今年已经收购了100吨左右，大面积花

生收获以后，农场会成立自己的收购队，走村串户收购花生。收购上来的花生通过多种工序加

工，发往全国各地。

“我为什么选择在三井子镇创办农场，一方面是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三井子镇人，当我有了

第一桶金以后，就想回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年三井子镇的花生产业发展得特

别红火，营商环境各个方面都不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营很舒心。”李凤喜说。

花生销售好，关键是这里有杂粮市场。在扶余市一说到花生，人们都会兴奋地提到三井子

杂粮市场。扶余县三井子杂粮市场一期工程2004年投入使用，当时收购业户达到428户，年交

易量180万吨，交易额80.5亿元。2012年开始启动二期工程，使三井子杂粮市场不断壮大。

规模在不断扩大，好的营商环境也要跟上。近年来，扶余市三井子镇紧紧围绕“群众办事不求人、企业办事不跑路、

政务服务不关门”的政务服务目标，着力打造稳定公平的营商环境，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让落户扶余市三井子镇

的企业安安心心谋发展。

“好的资源环境与好的营商环境，是我选择在这里办企业的最大动力。我们在

这里这几年不愁花生收储问题，资源很丰富。同时，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

助，我们也都感受到了。”位于三井子镇的金郑粮油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

理聂明说。

充足的阳光、肥沃的黑土、优质的水源，以及春季干旱多风、夏

季多雨的气候特点，形成了中早熟花生的优良自然环境。时

时刻刻将服务企业和服务人民挂于心，创造出优渥的营

商环境。两者的有效结合，让扶余的花生产业跑出

了发展“加速度”。据介绍，2021年，扶余市仅四

粒红花生种植面积就达到36万亩，产量约

为1.92亿斤。今年，扶余市花生种植

面积达到112.11万亩。通过实际

调查，今年预计花生平均单

产每亩600斤，总产能达

到6.7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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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正在收割花生。本报记者 王学雷 摄

▲ 专家在检查大豆

成熟度。

陈永辉 摄

晾晒的花生堆成山晾晒的花生堆成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学雷王学雷 摄摄

▲丰收的高粱红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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