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机齐上阵田间插秧忙

“这片土地原来都是盐碱地，
今年是种植水稻的第四个年头，年
年都是大丰收。这两天人机齐上
阵，预计 8 日上午就能完成全部插
秧工作。”6月7日上午，蓝村街道郭
家屋子村的一位村民说。记者在这
里看到，几名村民配合默契，不到4
个小时就完成插秧 20 多亩。在农
机手的熟练操作下，自动插秧机驶
过后，一株株秧苗整齐有序地插到
水田里。

蓝村街道郭家屋子村一位村
民介绍，他们村水稻种植面积近百
亩，主要是稻花香和长粒香两个品
种。这几年都实现了丰收，特别是
去年，当地政府出资对桃源河进行
了治理，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进稻
田，保证了秧苗的正常生长。“水稻
要‘喝’大量的水，这些水都是从大
沽河的支流桃源河来的。有了充
足的水源，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
年。”这位村民说。

6月插秧忙，水田披绿装，昔日
的盐碱地如今好风光。据了解，在
过去由于盐碱化严重，郭家屋子村
40%以上的土地处于荒废状态 ，
2019年开始，村里确定上百亩盐碱
地作为“产业振兴”的主战场，全面
推广种植水稻，由青香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进行育秧、插秧、管护、收
割、脱粒等“一条龙”作业，既为村
民降低了种植风险又减轻了经济
负担，连续三年丰产丰收。

昔日荒废的盐碱地如今变成了
“江南稻乡”，从夏季开始一直到秋

天，这里都是一片好风景，随处能看见
水鸟，能闻到稻香。有了好产品和好
销路，合作社顺势打造了“蓝田初心”
品牌，并推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粳米
系列”。这一系列探索为村集体带来
了不少收入，郭家屋子村水稻年产量
超过 6 万斤，比之前分散而粗放的种
植收入增加三成以上，水稻逐渐成为
村里的一个富民产业。

4个月后迎来好“丰”景

从6月1日开始，经过几天的紧张
忙碌，水稻插秧工作即将结束。记者
在位于即墨区蓝村街道的青香水稻种
植专业合作社水田里看到，机器插秧
完成后，又进入补苗管理阶段，刚刚扎
根的秧苗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
象。正在管理秧苗的村民孙保陪介
绍，以前人工插秧一人一天才插1亩，
而现在一台机器一天就是上百亩，为
了抢抓插秧好时机，他们人机配合，经
过一周的忙碌基本完成了千余亩水稻
插秧工作。

青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孙岩祥介绍，目前，合作社水稻种植面
积有 1000 多亩，主要种植稻花香、长
粒香和香贡等品种。一个月前他们就
开始了育秧工作，今年育秧面积18亩
左右，成活率高达 98%以上。为了保
证秧苗的质量，合作社与青岛农业大
学等高校建立合作，不断将科技成果
通过试验田孵化成功，经过多年的实
践积累，逐渐形成了从秧苗、管护再到
施药、收割等全链条可复制经验输出，
先后为周边的水稻种植户进行秧苗、
收割等作业服务。

完成插秧工作后，要经过 4 个月

的生长期，9 月底至 10 月中旬水稻将
迎来收获期。按照往年产量来看，稻
花香亩产约 700 斤，长粒香亩产约
1000斤，香贡亩产约1200斤。

绘就“桃源稻乡”新画卷

大沽河的主要支流桃源河从即
墨蓝村蜿蜒而过，成为当地农业的
重要水源，然而，桃源河沿岸多是高
碱性的盐碱地。今年 55 岁的村民徐
立德说，他祖辈一直靠种植蓝村大米
为生，他从小吃着自家大米长大，如
今他来到合作社，又亲手种出了蓝村
大米。

“在这片盐碱地上种水稻，是许
多村庄的传统农事。”徐立德说，小时
候就听父亲说，盐碱地种其他农作物
不行，但种出来的水稻格外香，因此，
那个时候乡亲们都种水稻。“记得上
小学时，每年到了插秧季节，学校都
会组织我们来到稻田劳动，所以我们
这一代人对插秧、补苗等农事特别熟
练，可以说人人都有一手插秧‘绝
活’。”徐立德说。

“我可以说是闻着稻香长大的，这
里不仅风景美，就像是生活在江南鱼
米之乡。”徐立德说，现在人工插秧的
不多了，但机器插秧也需要技术，插秧
时需要把控好秧苗的间距。人工插秧
不受水田不平整等因素的影响，可以
插得很整齐。一台普通的插秧机一趟
6 行，虽然速度快，但稍有闪失，也会
出现不成行的情况，所以插秧前要尽
量保证水田的平整性。

徐立德介绍，蓝村盐碱地上种水
稻兴盛于上世纪 60 年代，当时种植
全靠人工，由于当地土质为碱性黑土

地，加上日照充足，大米口感上佳，畅
销胶东半岛。后来，由于水资源缺
乏，当地的水稻逐渐从种植作物中退
出。2010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青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蓝
村大米”得以重出江湖。合作社加强
与种子科研机构合作，培育出适合盐
碱地生长的高产品种，目前，水稻种
植面积 1600 多亩，“蓝村大米”已申
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成为
青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一张亮丽
名片。

大沽河孕育一批农特产

有了大沽河的灌溉，盐碱地上才
种出了蓝村大米这一特色农产品。除
了蓝村大米外，大沽河两岸还有一大
批极具特色的农产品。

莱西韭菜、平度生姜、古岘洋芋、
胶州大白菜……大沽河两岸的农田
里，特色农产品不计其数。经过上游
的水源保护，大沽河的水质非常好，
加上沙层地质，渗水能力强，水利灌
溉就好比是种植农业的血液，水好
了，种出来的农产品自然就好，大沽
河也就串起了一条特色农产品带。
比如莱西市店埠镇，正是得益于大沽
河的丰沛水源，“萝卜小镇”全球出
名，每年种出 25 万吨胡萝卜，有一半
出口海外；比如在平度市长古岘镇，
大沽河也成就了古岘大蒜、圆葱和大
姜“三辣”的卓越品质，带动一批乡村
实现产业振兴。还有胶州，同样依靠
大沽河发展乡村文旅融合产业，带动
沿岸乡村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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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盐碱地今朝稻花香
即墨区蓝村街道大沽河畔一派“江南稻乡”插秧忙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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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前后，在青岛市即墨区蓝村街
道大沽河畔，一派“江南稻乡”插秧忙的景象，成为这个夏天最美
的乡村画卷。随着插秧机来回穿梭，一行行绿油油的稻苗扎根
于肥沃的水田里。据介绍，即墨区蓝村街道抓住水稻插秧的
黄金期，人机齐上加快进度，目前，1600多亩水稻田的插秧
工作已基本完成，预计今秋这里又将是一片好“丰”景。

▲机械插秧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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