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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小米收获的季节，22日
记者在即墨区通济街道黄家埠南村看
到，1000 多亩色泽金黄、颗粒饱满的
小米，散发着成熟的香味。沉甸甸的
谷穗在谷田间随风摇摆，掀起阵阵金
色的谷浪，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前进，金
黄色的谷粒收获进斗仓。村民们趁着
晴天积极抢收，田间地头呈现一派忙
碌的丰收景象。

“我们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
始种小米，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小
米产量越来越高，价钱也越来越好。
每年4 月份种上小米以后，需要做好
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
采收等各个环节，确保小米稳产增
产。”埠南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黄克学
告诉记者，“小米含有丰富的铁质、复
合维生素 B、钙质、钾、纤维素和淀
粉，吃小米可以补充铁元素，有利于
补血，保护发质，还可滋润皮肤，具有
补脾胃、补肾、养心安神、美容养颜等
功效。我们这里产的小米还富含叶
酸，你看，我们村双胞胎就有 20 多
对。”黄克学笑着说。记者了解到，凭
借着香甜、黏糯的口感，黄家埠南村
的新鲜小米售价每斤高达 15 元，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

调查
地理条件适合种植小米

近年来，黄家埠南村建立了网格
支部+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发展模式，
种植小米的面积也从300余亩发展到

1000 余亩。“今年我们村种植的小米
有1000多亩，按照亩产400多斤、售价
15元一斤计算，预计一亩的收益大概
在 6000 元。销售方面，为了方便群
众，合作社主动联系客商来帮群众收
小米，大大提升了大家的种植积极
性。”黄克学说。目前，黄家埠南村紧
紧围绕提高小米产量和质量，精选优
质品种，擦亮小米金字招牌，形成了集
小米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
链。

“因为天气原因，今年小米成熟得
比往年要早。今年亩产 400 多斤，比
往年多百余斤。”黄克学介绍，作为远
近闻名的小米村，黄家埠南村地处马
山脚下，土壤、水质、湿度等条件非常
适合小米的生长，优越的地理条件加
上有机种植，熬出的小米粥色泽金黄，
香糯甜稠。

收获
“黄金米”年收入500万元

对于小米销售，正在田间收割小
米的黄家埠南村村民王大爷告诉记
者，以前没有销路，小米卖不出去，只
能低价卖给摊贩。现在通过合作社统
一加工销售，一斤小米能卖到 15 元。
王大爷表示，今年合作社的举措很好，
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以后再也不
用自己蹲在路边卖小米了。”

通济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于群
告诉记者，“往年农户们都是分散式

‘单打独斗’，各人种各人的，销路不
畅，售价也低。”为了改变农户单打独
斗、产量低、销路打不开的现状，黄家

埠南村充分发挥合作社在农村经济振兴
中的带动引领作用，统一粮种、统一标
准、统一收购、统一品牌、统一包装后对
外销售，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也解决了农
民的后顾之忧。每年收获前期，合作社
都会接到不少订单，供不应求的市场行
情让黄家埠南村小米变得金贵起来。

如今，黄家埠南村50多名农户加入
合作社抱团发展，年均销售小米 40 万
斤，年增加收入 500 万元。在黄家埠南
村小米品牌的带动下，周边好几个村庄
也加入到种植行列，名不见经传的小米
开始走上规模化、效益化、品牌化的高效
农业发展之路。

发展
让农民吃上“产业饭”

记者了解到，从 2018 年以来，即墨
区通济街道以特色种植业为源头，延伸
种植业产业链条，走特色种植业发展之
路，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让农民吃
上“产业饭”，走上小康路。其中，黄家埠
南村的有机小米产业就是代表之一。

“有机小米选用的是农民家里世世
代代延续下来的经过严格筛选的古老品
种，通过绿色基地种植，并全部施用农家
肥。”黄家埠南村党支部书记黄克刚介
绍，黄家埠南村的有机小米采用生物+科
技除虫，传统工艺加工，不使用农药，
100%保留了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欢迎。

“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是靠天吃饭，种
小麦的话亩产四五百斤，单价1块钱一
斤，收益很小；而种植谷子亩产能达到六
七百斤，市场‘钱’景大好，合作社模式真
的让村民致了富。“黄克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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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黄克学：目前收入主要依靠种植小

米。为了保证产量和质量双丰收，我们锄
草、间苗、灌溉样样不落，今年小米收成不
错，光靠这些就能保证农户家里的基本生
活。自成立合作社以来，通过规模化种植
小米，提升了村集体收入。

记者：咱们村产的小米市场售价高，为
何还卖得这么好？

黄克学：通过不断摸索创新，我们的
小米产量、品质逐年提高。由于地处马山
脚下，土壤、水质、湿度等条件非常适合小
米的生长，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有机种
植，生长出来的小米颗粒饱满，口感清香
而软糯，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青睐。

记者：合作社未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黄克学：下一步，合作社将以创建绿

色生态有机小米基地为核心，实施品牌化
发展战略，通过健全完善种植规模化、生
产加工标准化、仓储物流智能化和销售渠
道多元化的小米产业体系。目前计划拿
出 60 亩地，作为“精品小米”样本试验
田。从施肥、播种、灌溉、除草开始，每一
个步骤都用视频拍摄下来，全力打造“千
亩高品质小米产销基地”，实现富民增收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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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亩“金小米”丰收好“钱”景
即墨黄家埠南村年均销售有机小米40万斤 年收入达500万元

一春一秋耕作成谷，一颗一粒积聚成仓。近日，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

黄家埠南村的有机小米喜获丰收。50多名农户加入到合作社抱团发展，年

均销售有机小米40万斤，年收入达500万元。据了解，黄家埠南村种植的

1000余亩小米收割完成后，经过晾晒、筛选，将统一进行包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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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品小米”
样本试验田

组图：黄家埠南村小米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