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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亩产921.4斤的产量，杜希征表
示较为满意，但认为仍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种得好的话亩产1200斤不成问
题。”杜希征坚定说道，对比普通旱稻
800斤左右的亩产量，这波试种实打实
地成功了。
　　“这个旱稻种得不容易。”去年首次
试种，对旱稻的播种量没经验，杜希征
便领着村民，带着秤去了地头。仔细称
出6斤稻种，下播后发现种子过于稀疏，
加到7斤成效依然不大。最终稻株果然
过于稀疏，第一年试种宣告失败。
　　于是，杜希征开始与村民们一起琢
磨，向市区农机专家请教。“最后发现原
来是‘稻壳’在作怪！”杜希征笑道，播种
用的是小麦播种机，播种口适用于小
麦，却卡住了带有稻壳的稻种。“今年我
们把播种器出口调至小麦大小的3倍，
出种量便刚刚好。”杜希征说道。

全区高产示范“展示田”、25个新品种“试验田”，因米姓得名的泊里镇米家庄村———

“米”副其实，打造西海岸“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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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泊里镇米家庄村，早年因姓氏得
名。自2011年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村庄开始担起全区高产示范展示田
的重担。如今，在西海岸推广的农作物
新品种，大多经过米家庄村试种。9年
间，农作物高产的米家庄村共试种25个
新品种，真正因为一个“米”字，成为了
当仁不让的“西海岸粮仓”。
　　10月13日，青岛市旱稻首次实收
测产在米家庄村青岛都收成农业专业
合作社进行，此次旱稻试种以实测亩产
921.4斤的好成绩，达到目前国内旱稻
种植的高产水平。15日，记者前往米家
庄村，呈现眼前的除各类农产品外，还
有这里的人们对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
的坚守。

种出亩产921.4斤高产量

带给老百姓实打实收益
　　旱稻实收测产的成功，最开心的要
数米家庄村村民。“以往同一时期大家
都是种玉米，以后就可以改种旱稻了，
收入是玉米的2.5倍呢！”米家庄村村民
刘中花开心地说，合作社如今已经打造
出了自己的旱稻产品，正在积极推广。
　　刘运国是区总工会驻泊里镇米家
庄村第一书记，5月25日初次进村的他
亲眼见证了此次旱稻种植的全过程。

“我们关心旱稻产量，更关心村民增
收。”刘云国表示，旱稻种植确实可以通
过调整种植结构的方式，成为村民增收
致富的好途径。“未来，我们要把这些经
验推广到更远的地方。”
　　水果玉米亩收入1万元，附加值颇
高的高油酸花生榨的油200元/斤……
杜希征悉数向记者介绍着村里试种成
功的作物品种，这座名字被时代赋予了
新含义的小村庄，正不断为西海岸老百
姓带来实打实的收益。

　　米家庄村村民正在种植黑小麦。

　　刘中花展示刚刚包装好的稻米。

■带秤下地

　　米家庄村村民展示
手中的黑麦种。

　　初访米家庄，与村书记杜希征
的见面地点定在村北的试验田。他
正与合作社成员们一起，赶着今年
最后的播种时机，将去年首次试种
的黑小麦进行第二次种植。
　　“想再种一回，这个时节不能
再拖了。”见记者前来，杜希征大步
迎上前，没有寒暄，只笑眯眯说着
临近深秋还在种麦的缘由，“去年
种的黑小麦产量不是很高，亩产还
不到500斤。今年本来不想种了，想
想还是不死心。”
　　“宁种亩产500斤的黑小麦，也
强过亩产1200斤的普通麦子。”眼
瞅播种期就要过了，杜希征在心里
一对比盘算，终是舍不得放弃这个
附加值远高于普通麦子的黑小麦，

“今年参加的农业展会上，见到展
商推介这款黑小麦，价格高达20元

/斤，相比普通小麦1块钱出头
儿的价格来说，还是有得赚。”
杜希征一边细数着心里的
经济账，一边指挥着播种机
掉头。
　　黑小麦只是村里9年
试种的25个新品种之一，每
个新作物的扎根发芽，都饱
含着米家庄村民对粮食种
植的执着与追求。“市区两级
农技部门有啥好品种都会带
到我们村，我们也都积极进行试
种。”杜希征告诉记者，像眼下西
海岸普遍推广的小麦品种青风1
号、青农2号，都是米家庄村2012年、
2013年连续试种两年后才在全区推
广，“目前泊里镇村村都种这俩品
种，在全区的种植面积也超过了
50%。”杜希征骄傲地说道。

小村庄9年试种25个新品种

■推广经验

　　跟着种完黑小麦的村民回村
的途中，路过米家庄村的标识墙。
墙上画着两串稻穗围起一个“米”
字，仿佛在宣告，如今的米家庄已
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米”家庄。
　　“要想确保粮食安全并满足消
费市场需求，就必须加大种植业结
构的调整力度。”区农业农村局农
技中心负责人马洪君表示，对此，
西海岸农业部门近年来积极引导
农民大力发展旱稻、甘薯、甜糯玉
米等特色粮食作物，降低了单一农
作物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的风险。
　　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经过考察，米家庄村光荣地承担起
了西海岸高产示范展示田的任务。

“这里是旱肥地，土壤条件在全区
处于中高水平，比较有代表性。”马
洪君这样介绍米家庄入选的原因，

“米家庄村885亩土地连方成片，适
合机械化作业，且有较好的水源条

件和固定的人工，这都给农作物的
试种提供了保障。”马洪君介绍。
　　2014年，米家庄村以村集体的
名义成立青岛都收成农业专业合
作社，常年雇佣村民进行集体作
业。“区里也对我们提供了很多帮
助，除了帮着寻找合适的新品种之
外，今年2月底区农业农村局又给
我们新上了水肥一体化设备。”杜
希征介绍，以合作社50多亩地为中
心，向四周辐射了村里的400多亩
土地。“今年春天干旱，多亏了这套
新设备，覆盖范围内的庄稼都能浇
到水。”杜希征笑着说，有区里的支
持，有村民们的拥护，米家庄村愿
意做好西海岸的“粮仓”。
　　据统计，西海岸新区规模化旱
稻种植面积已达3000亩，特色甘薯
种植面积达6万亩，种植业结构已
实现新跨越，必将引领西海岸粮油
高质高效生产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承担西海岸高产示范展示田任务

■敢于尝鲜

■打造“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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