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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丰收 弘扬文化 振兴乡村

金秋时景好，稻香遍神州。在兴安盟扎赉特旗的稻田里，万亩水稻映衬着巍巍大兴安；在西辽河畔，火红
的开鲁红干椒在绿叶中形成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在赤峰大地披上了金黄的盛装，广袤的田野间，谷香四
溢······秋色缤纷，果实累累，又是一个丰收年。

编者按：

本报讯 (记者 卉平 张鑫 李姝
廷) 风吹稻浪谷飘香，稻田美景入画
来。9 月 21 日，兴安盟扎赉特旗好力
保稻谷景区热闹非凡，以“学用‘千万
工程’礼赞丰收中国”为主题的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主会场活
动在这里拉开帷幕。

上午 11 时许，随着“开镰”仪式的
开启，大家纷纷涌向稻香四溢的丰收
田野，开启一场热火朝天的丰收盛宴。
人们挥舞着镰刀，割下一束束饱满的
稻穗，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这是一

场与大自然的亲密对话，感受着土地
的馈赠和劳动的快乐；这是一场充满
希望的丰收之旅，见证着辛勤耕耘后
的硕果累累；这也是一场传承农耕文
化的盛事，让古老的农事活动在现代
社会绽放新的光彩。

在稻田悦见丰收，现场最热闹的
当属稻田趣味赛活动，大家在这里加
油助威，欢笑声此起彼伏响彻田野。农
牧民丰收第一桶“金”、“冲鸭”来找茬、

“浑水”摸鱼、“盲袋”抗压跑、“古”法脱
稻、“悟空”拔河、丰收“圈套”等趣味

赛，让父老乡亲们尽情体会丰收带来
的喜悦，现场好不热闹。

镜头一转，“浑水”摸鱼的区域更
是热闹非凡。大家在水里小心翼翼地
摸索着，寻找着那些狡猾的鱼儿。稻田
抓鸭子的场地中，村民们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鸭子的嘎嘎叫声、人们的呼喊
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奏响了
一曲欢快的田园交响曲。

扎赉特旗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县，是国家绿
色食品标准化原料生产基地、内蒙古

自治区重要水稻生产基地，被誉为“塞
外粮仓”“绿色净土”“金稻之乡”。2024
年全旗农作物播种面积 562.79 万亩，
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551.17 万亩，
比去年的增加了 0.53 万，其中，玉米、
水稻、大豆种植面积分别达到 418.5
万亩、69.02 万亩、57.05 万亩。扎赉特
旗将谋深抓实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工
作，以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
地为统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持续发
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抓
实农业农村发展各项工作。

享有“中国红干椒之都”美誉的通
辽市开鲁县，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县域
红干椒生产集散地、国家级出口红辣
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年种植
红辣椒 60 万亩，年产辣椒 30 亿斤，辣
椒产量占全国的 22%，公用品牌市场
价值达 20 亿元。近年来，开鲁县立足
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多点发力，推动
红辣椒走出国门、扬名国际大市场。

金秋 9 月，辣椒飘香。位于开鲁县
东风镇六合堂村的一片红辣椒出口备
案基地里，90 余人分布于田间，麻利
地采摘鲜椒。基地负责人张金鹏穿梭
在人群中，指导大家如何规范采收、分
等、装运。

“备案基地采用溯源管理体系，从
农用品使用、定植、水肥到病虫害防
治、采摘、储藏和销售，都进行全程的
管控，有详细的记录，能实现标准化、

绿色化种植，使开鲁县的辣椒在海关
审查的过程中更加顺利，走向国际市
场更有竞争力。”张金鹏介绍，截至目
前，已协助 10 余家企业进行基地备
案，红辣椒出口备案基地总面积达 3
万亩以上。

为扩大出口，让开鲁红辣椒扬名
海外，开鲁县积极申请、着力推进红辣
椒出口备案基地建设工作，制定了红
辣椒栽培和田间管理技术操作规范，
并聘请专业人员担任植保员全程质量
监控，保障农用化学品使用安全有保
障，疫情疫病、有毒有害物质有管控，
红辣椒品质优越，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和出口条件。

同时，通过与邹学校院士等专家
团队的合作，强化科技引领赋能，构建
起了“生产 + 仓储 + 加工 + 管理 + 质
控”的全过程严格标准体系，建设绿色
标准化种植基地 20 万亩、出口质量安

全示范区 20 万亩。
备案基地采摘忙，加工企业也抢

抓鲜椒成熟好时机开足马力生产。在
内蒙古德斯福有限公司，两条辣椒酱
生产线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刚刚从地
头采摘回来的鲜椒，经过清洗、加工，
完成华丽变身，走出国门。内蒙古德斯
福食品有限公司从事辣椒加工业 10
余年，2021 年 3 月 19 日入驻通辽开
鲁生物医药开发区，所产辣椒酱出口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公司经理李正义
介绍，选择在开鲁县投资兴业，一方面
是因为辣椒种植面积大、品质好，一方
面是因为政策补贴、金融扶持等“红
利”的吸引。

“在‘破零增量’等政策的扶持下，
我们企业的产品产量和订单都有了大
幅度的增长，2023 年辣椒酱出口量达
到了 4000 吨，实现了将近 3000 万元
的收入，成本节约了 70 万元左右。”李
正义信心十足地说，2024 年公司计划
出口辣椒酱 6000 余吨，将会实现
7000 余万元的经营性收入。

在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开鲁县
创新制定了《开鲁县促进红辣椒外贸
出口补贴政策》，推动产业向精深加工

发展，产品由单一冷冻鲜椒发展至干
辣椒、辣椒酱、辣椒碎等多种产品。为
强化政策措施落实反馈，对原有政策
进行补充升级，通过提高物流补贴标
准的方式，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2023
年，全县完成出口实绩红辣椒企业
增加至 10 个，新增出口实绩企业
5 个，实现经营业绩正增长企业 9
个；目 前，红辣 椒出 口 实 绩 企 业增
加到 16 个，红辣椒对外贸易主体规模
不断扩大。

开鲁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杨明皓
介绍：“为了外贸企业出口提质增效，
提升红辣椒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们
强化外贸主体的扶持力度，多次邀请
海关对红辣椒出口备案基地申报进行
辅导，为企业降低了办理难度，提升了
办理进度；我们结合全县产业特色和
企业需求，引导外贸企业参加国际性
展会，加深国际经贸交流。同时落实了
自治区‘破零增量’示范补贴政策，推
动产业向单价高的精深产品发展。
2024 年以来，红辣椒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 649%，激发了产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

(胡建华 张美娜 毕乐陶)

感受田耕农趣 来稻田里赶场“丰收节”

小辣椒扬名国际大市场

收割水稻大比拼 玉米脱粒比赛

稻田抓鸭子

收获时节，红红的辣椒满枝头

机械作业

金秋九月，赤峰市 348 万亩谷子相
继进入收割季节，抢收的农民们沉浸在
丰收的喜悦中。

在赤峰市谷子重点产区———敖汉
旗木头营子乡岗岗营子村，种植大户王
喜东家的 268 亩谷子率先迎来收割。由
于今年谷子灌浆期遭遇长时间阴雨，导
致部分谷穗倒伏，但王喜东乐观地表
示，倒伏时谷子大多已籽实饱满，对产
量影响不大。他笑着说：“今年收成挺
好，亩产 700 斤，纯收入 500 块钱，挣
得不错，心里挺高兴的。”

为了确保农户的谷物能够及时收
割，木头营子乡各村党组织积极行动，
组织党员和村干部指导收割工作。同
时，乡为农服务公司协调了三百多套大
型收割设备，助力农户抢收，确保全乡
六万亩谷子能在半个月内顺利完成收
割。

赤峰市今年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
不断扩大适合种植谷物的耕地面积，谷
子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近 30 万亩。
同时，全市对谷子品种进行了指导性优

化，通过对比实验，推广了产量高、抗倒
伏能力强的金苗系列、赤谷系列等十多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

木头营子乡副乡长薛俊博介绍道：
“全乡今年谷子种植面积是 6 万亩，主
要以金苗 K1 和冀杂金苗三号为主。我
们以各村党支部为抓手，发挥党员和头
雁的引领作用，推动小米产业成为我乡
的主导产业。”

此外，赤峰市还整合了 25 个种植
面积在 500 亩以上的集中连片种植示
范区，全面推广应用精细整地、精量穴
播、大小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管理、无人
机飞防等先进田间管理措施。这些措施
的实施，不仅提升了谷子种植管理技
术，还带动了全市九成以上的谷子种植
后采用轻简化栽培技术，确保了谷苗在
各个生长期的均衡营养，为丰产丰收奠
定了坚实基础。

据当地农业部门测算，今年赤峰市
谷子总产量将达到 17.6 亿斤，比去年
增加六千万斤。

（史子龙 刘玉欣）

赤峰市 348 万亩谷子开镰收割

近日，赤峰市松山区气象局组织专家成立秋收服务专班，深入开展
农田长势调查，为后期管理和产量预报提供参考。

专班人员实地察看将制作的服务材料分发给农户，并现场征询种
植户对秋收秋播气象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其服务需求，建议农户通
过“松山气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获取天气信息，指导农户抢抓
晴好天气，合理安排收割进度，力争颗粒归仓，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赵达 王碧波）

赤峰市松山区
气象服务绘就秋收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