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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沙葱吗？吃过沙葱吗？沙

葱，蒙古韭属百合科，多年生草本。种

子寿命长，在沙土中埋几年还可能发

芽。是沙漠草甸植物的伴生植物，常生

于海拔较高的砂壤戈壁中，因其形似

幼葱，故称沙葱。沙葱可做各种佳肴，

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由于沙葱在砂

壤戈壁中生长分布零落，采割极不容

易，加之受其生物学特性限制，其产量

随年气候的不同而有增减，雨量充沛

的年份，产量可大幅上涨。

想吃最新鲜的沙葱吗？在阿拉善

左旗腾格里绿滩生态牧民专业合作社

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该合作社成立

于 2014 年 8 月，由 14 户牧民自发集

资组织成立，合作社主要开展沙生植

物的种植及野生沙葱围封保护工作，

同时对沙葱、沙芥等沙产品进行深加

工并对外销售。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

区绿滩无公害沙葱种植示范基地现已

成功种植沙葱 100 亩、沙芥 100 亩，

安装种植沙葱喷灌设施 100 亩、野生

沙葱喷灌设施 50亩。基地年产量 20

到 30 万斤，并且拥有固定野生沙葱

生长地 3.5 万亩，深加工沙葱已达 20

万斤。近年来，我们不仅专注于沙生蔬

菜的采割与销售，并且致力于沙生蔬

菜产品的深加工试验研究，2016 年 4

月，合作社正式投入生产，目前主要深

加工产品为“绿野沙葱”酱腌菜系列。

合作社现已投资 300 万元，建起

了 1249 平米的集加工、包装、储存于

一体的沙葱加工厂，并且已取得了食

品生产许可证，商标也已注册。还委托

内蒙农业大学对沙葱深加工产品研

发，包括保鲜技术、罐装技术、腌制技

术等进行研究，以提高沙葱的保鲜期。

合作社研发出的鲜沙葱保鲜贮藏技

术，可以实现 10—20 天贮藏期间无

冻害、病害、萎蔫等问题发生，可支持

沙葱产业本地与异地销售的需求，并

且通过建造 300 平方米保鲜库，投入

83.5 万元购买沙葱深加工设备，灭菌

锅等，在专家指导和技术培训下，以野

生或人工种植的沙葱为原料，添加食

用盐，经分选、清洗、漂烫、冷侵、腌

制、抽气封杀、杀菌或不杀菌等工

艺研制成的腌制沙野菜和酸甜味、

酸辣味、微辣味等多种口味的绿野

沙葱小菜。

腾格里绿滩生态牧民专业合作

社，带动 13 户贫困户和周边 80 多户

牧民种植沙葱、沙芥，并采摘野生沙葱

和沙芥共 60 万斤，增加农牧民收入

达到 80 万元。合作社产品生产由农

牧民提供原料，减轻农牧民的销售压

力；由合作社加工沙葱制品，可分散合

作社原料的供求风险，使农牧民和加

工企业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可以让农

牧民获得更高的收益，让农牧民的经

济利益最大化。

2021 年合作社种植沙葱 100

亩，预计收益 200 多万到 300万元。

未来的展望是要扎实做好目前的市

场，维护好内蒙古及周边熟知的市场，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拓展更大的市

场，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沙葱这种地

地道道的好产品，把沙葱打造成一种

广泛的、大众化的即食产品去进行推

销。沙葱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新鲜

沙葱它却走不远，因为它对保存条件

以及保存温度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所

以合作社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沙葱能够

走的更远，更广泛，让接受沙葱的人群

多一些、更多一些，未来争取通过合作

社的努力，让高营养高品质的沙葱走

出内蒙古！

“我们合作社每年洋葱的种植收

入，基本都比较稳定，洋葱每亩收入大

约在 1500块钱左右，今年种植的预计的

毛收入应该在 800 到 900 万元左右，

预计纯收入能有个 200 来万吧。”阿

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乌泽木农牧业专

业合作社的聂聪兴奋地对记者说。

聂聪说：“今年洋葱的产量基本稳

定，虽然今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持续高

温，对玉米和洋葱的产量有一定的影

响，但是通过水肥一体化也解决了这

个问题。总体来看，今年的产量和往年

基本保持稳定，洋葱产量在 8 吨左

右。”

合作社引领生产动力十足
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乌泽木农

牧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6 年，是

一家集农业种养殖，旅游观光及社会

化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成立以

来，合作社紧密围绕盟旗各级党委、政

府发展农牧产业的安排部署，在农牧

林水、文旅交建等各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巴润别立镇党委政府的帮助

下，按照“基地 +农户 + 科技”的产业

化经营模式，流转土地 4000 余亩作

为农产品种植基地，引进高级农艺师，

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充分利用区位

环境特点，开发种植特色农产品，逐步

打造有市场竞争力的地区品牌，为带

动周边地区农业科学化、现代化发展，

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合作社生产基地位于巴润别立镇

东北部，土壤及气候条件适于耕种玉

米、洋葱、胡萝卜、土豆、辣椒等特色农

产品，且紧邻省道 S218 线，向北距离

阿左旗巴彦浩特 25 公里，向南距离

宁夏银川市 90 公里，交通便利，极大

降低了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总体成

本。巴润别立地区地处亚洲大陆腹地，

为内陆高原，远离海洋，形成典型的大

陆性气候。冬寒夏热，四季气候特征明

显，昼夜温差大。年均气温摄氏 6～

8.5℃，7 月平均气温 22～26.4℃，年

平均无霜期 130～165 天。由于受东

南季风影响，雨季多集中在七、八、九

月，年日照时数达 2600～3500 小时，

土地资源优越、日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通透性好、地下水质好，土壤特性

很适合洋葱的规模化种植，所以本地

区所种植的洋葱个头肥大，外皮光泽，

不烂且不带泥土；经贮藏后，不松

软，不抽苔，鳞片紧密，含水量少，

辛辣和甜味浓郁”。而且地理位置

优越，交通便捷，洋葱相比主产区

甘肃省，商品出口在运输成本上每

亩节约运输成本约 350 元，从规

模化种植方面，大大降低了生产成

本。在种植区域，土壤、水源、大气等都

无任何污染，为能够生产绿色果蔬类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同时合

作社生产的洋葱已经申报并通过了绿

色食品认证。

市场前景看好 经济效益显著
“洋葱”作为一种很普通的廉价

蔬菜。其肉质柔嫩，汁多辣味淡，品质

佳，适于生食，还对人体“三高”具有一

定保健能。在中国各地均有栽培，四季

都有供应，市场需求量极大。在国外它

却被誉为“菜中皇后”，营养价值较高，

所以对国外的出口量也非常大。

如果规模化种植，技术管理到位，

每亩地产量可达 7000—10000 公

斤，按每公斤 0.80 元计算，每亩地毛

收入可达 5600—8000 元，规模化种

植成本约为 4000 元左右，每亩纯利

润可达 1600—4500 元左右，如果市

场行情好，亩纯利润可达 5000 元以

上；相比玉米而言，同样的规模化经

营，每亩纯收入 800—1500 元；通过

对比分析，种植洋葱比玉米每亩地能

多收入多倍的利润，经济效益显著。

技术成熟 种植有保障
乌泽木合作社经过 7年的洋葱种

植，对洋葱品种的选择、种植技术及销

售渠道等都有成熟的经验积累，同时

合作社还建有万吨级果蔬保鲜库，极

大的提高洋葱的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目前巴润别立地区都已初步实现滴灌

灌溉，对于土地实施“水肥一体化”管

理模式有极大的保障，可以高效地根

据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给水给肥，对

种植洋葱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为

带动本地区农业的发展和提高农户的

收入，该合作社愿意牵头推广洋葱在

本地区的种植，提供技术指导，以“点

带面”推动巴润别立地区农业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

经济带动效应
促进本地区乡村振兴
合作社对集中流转的土地实行集

约化管理和规模化经营，提升了特色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了周边地

区农业发展口碑的影响力，为周边 60

余户农牧户的增产增收起到了带动作

用。2019年，合作社总产值达 900余

万元，合作农户人均增收 2万余元。

规模种植和绿色农业是未来农业

发展的一个方向，目前合作社已经达

到绿色种植，科学管理，水肥一体化等

都已经初见成效。一是以绿色农产品

为起点，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现
代化。二是以农业规模化为基础，
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
三是以高新科技的引入为抓手，逐

步实现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未

来合作社的基地不仅会往更好的

方向发展，同时还可以带动周边地

区，进行大规模的集约化经营，可以在

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提高农作物

产量，提高农牧民收益。

今年“五一”假期，我们一

家人开车回了趟老家。受疫情

的影响，今年春节没能回家过

年，这次回乡算是弥补春节未

能团聚的遗憾。平坦开阔的高

速公路上，车轮在思乡情感的

推动下，高速运转。经过 1200

多公里的跋涉、历时 12 小时，

终于走近了我那熟悉的故乡。

当北方农村初春耕而未耘

的土地在眼前弥漫开来，当那

些熟悉又陌生的低矮连绵、错

落层叠的山丘沿着乡村公路次

第展开，几十年的记忆也随之

铺陈……眼前的山石土地，存

储着我 20岁之前所有的记忆，

这里是我 20 年不曾离开过的

地方，是我生命、生活的起点。

归来，有不变，也有巨变。

变化最大也最让人欣喜的，就

是家乡的路。

家乡的这条路，曾是一条

崎岖的路，曾经的硬化方式，是

大卡车和拖拉机的碾压，以及

乡亲们的来来回回，也就是“走

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每逢

雨雪，沙土软化，这条路就会恢

复松软的状态，所有的交通工

具都难以通行，徒步是唯一的

选择，晴天的情况要好一些，但

尘土飞扬不可避免。

我第一次独自地踏上这条

路，是在 1996 年。那一年，我进

入初中。当时，初中阶段，有的

学生感觉考学无望，开始辍学。

于是，这条连接着多个村庄和

当地最好的初级中学的乡村

路，除了往来运输的货车、劳作

的拖拉机、畜力车、求学的孩子

外，还多了一个特殊的群

体———去“家访”老师，更准确

地说，是“劝返”，尽管收效甚

微，但他们一直坚持。或许，正

是他们的不厌其烦和“不抛弃、

不放弃”，使得对“前途”、“命

运”似懂非懂的我依稀懂得，这

条路的另一端，连接的不仅仅

是一所学校，更是希望，是走出

泥泞崎岖和尘土飞扬的希望。

这条路，我走了三年。

1999 年 9 月，我有幸进入

敖汉旗新惠中学读高中。求学

新惠，我走的仍是沙土路。但

是，因为是乡镇通往县城的公

路，有了专人的养护，路况要好

很多。这条公路，为我这个农村

娃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条

公路的尽头，是我未曾见过的

县城的“繁华”。记忆里，每到夏

季，路旁的格桑花，在轻柔的风

中摇曳，五颜六色的花朵，伴随

着班车的轰鸣和车轮泛起的尘

土，将单调的公路装扮得有了

生机。即便是在萧条的冬日，透

过班车的玻璃窗，看远处绵延

的山峦，近处错落的村庄，感受

着行道树筛下的斑驳的阳光忽

明忽暗的跳跃，内心总能升腾

起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这条路，我走了四年。

2003 年 9 月，我离开家乡

求学武汉。这次，我穿过了家乡

的泥土路、县城的沙石路、城市

的柏油路，以及高速公路、铁

路，乘坐了除飞机以外的所有

交通工具，体会到了现代交通

的便捷、感受到了中国速度，那

条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的

路，也逐渐停留在了记忆深处。

走上工作岗位后，回家的

机会和时间被严重压缩。只有

法定假期才可以回家探亲，回

家的路上，也多了两个“新生

代”、多了妻子一个异乡人。每

次回乡，变化最大的，就是家乡

的路，每一次改变，都是向好的

改善。主干道硬化后，通往村子

的路，也都硬化整理，水泥路通

到每户家门口，这一次回来，发

现路两旁不仅添置了可与城市

媲美的绿化带，还配置了路标

和村子的名称。当一个个熟悉

的村名映入眼帘，我真的难掩

兴奋，像导游一样跟妻子介绍

“这里是凤凰岭，名字是不是很

诗意”“这里是丰收，我有一个

高中要好的同学，就是这里人”

“这里是贝子府镇，原名曾是贝

勒府，附近有个村子，叫后坟

村，据说清朝的一个公主安葬

在那里”……孩子们似乎也感

受到了我的兴奋，忘记了旅途

的疲惫，开始躁动欢唱，一个劲

儿地念叨，这条路好漂亮！

看着她们娇嫩的脸庞，我

想告诉她们，这条路曾经偏僻

荒凉、曾经尘土飞扬，你们比爸

爸妈妈更幸运，赶上了更好的

时代，脱贫攻坚胜利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走进乡村

看看小康”，我相信，家乡的这

条路，也一定会更宽阔、更顺

畅！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乌

兰察布市分行）

阿拉善左旗腾格里绿滩生态牧民专业合作社
努力让新鲜沙葱走得更远

小小洋葱 大大作为

家乡的路 幸福的路
文 / 李树立

阿拉善·绿色故事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记者 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