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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ZONG HE XIN WEN

撂荒 30 多年的土地终于迎来大丰收
——— 昭君镇二罗圪堵村水稻试验田丰收了

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昭君镇二罗圪

堵村的村民喜上眉梢。

“撂荒 30 多年的土地终于迎来丰收！”

家住二罗圪堵村的村民高有才来到自家的

稻田边激动地说道。

高有才介绍说，过去由于土地盐碱化程

度高，包产到户的 30 多亩土地中有三四亩

土地从大集体时代开始就种不了，一直撂荒

到去年。今年蔚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村里

选取盐碱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试验示范，自

家的地成为实验田的一部分，今年竟然迎来

了丰收。

“过去由于盐碱化比较厉害，这几亩地

一直都逮不住苗，不愿意浪费种子化肥，一

直荒着。没想到今年试种水稻竟然能丰收

了，这得益于企业的一种藻肥。”高有才说。

高有才提到的这种藻肥是由内蒙古蔚

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多元藻肥，

虽然第一次在二罗圪堵村试种，却让包括高

有才在内的十几户农户见证了这种有机肥

的功效。

在高有才的指引下，我们还与他隔路相

对的稻田做了对比，高有才的稻子长势好，

稻穗也长，高有才初步估算了一下，亩产一

千斤不成问题。“别看人家今年的产量不好，

过去这些地的收成可比我的好，我家的这 30

多亩地中除了撂荒的剩下的每亩地纯收入

就没超过 500 元。”全家的这些土地不足以

养家糊口，高有才不得不向外承包土地。

据了解，企业为了进一步提升多元藻肥

在全旗土地的试种效果，今年在二罗圪堵村

种了 400 亩的水稻试验田，通过试验示范的

形式让农户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同样参与试验田种植的农户史青小也

高兴不已。“我参与试验田的十几亩地都是

地力非常差的，今年亩产不到 1100 斤，但是

出米率非常高，昨天加工厂为我测算出我的

稻子出米率为 76%，是目前加工厂出米率最

高的稻子。”史青小乐得合不拢嘴。

史青小还说，他今年还特意选用藻肥进

行育苗实验，用过藻肥的稻苗根系长且粗

壮，栽植到地里缓苗时间短。同时这种多元

藻肥对于保苗、壮苗有积极的作用，到后期

稻子分支多、稻穗也长，产量也就高了。

不大一会儿，有很多村民也赶来实地了

解试验田的情况。“一里多地走过来就想看

看这个化肥的效果。”71 岁的李二邦来到试

验田一探究竟。

为了让更多农户了解多元藻肥，公司还

在这块试验田里开起了现场观摩会，不仅有

周边村的村民，还有来自各苏木镇嘎查村两

委成员、种植大户等前来观摩。大家来到试

验田里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又走进不同的

地块进行对比。受益的史青小还在现场为大

家讲解起了藻肥的施肥要领。

高有才还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丰收喜

悦，并向观摩人员介绍了稻子的种植情况。

据了解，自 2018 年以来，蔚领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已经和中科院上海高研院、上海生

物光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农牧业科

学院等国内多元藻产业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等在藻类、光合细菌、

EM 菌及其衍生物、营养提取物、培养设备和

营养培养液配方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

务等方面广泛开展战略合作；并先后在黑龙

江、辽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进行试验。

“今年是我们试验示范的第三年，除了

水稻，还有玉米、红辣椒等作物。在试验过程

中得到了很多百姓的认可，也为我们的多元

藻技术开发积累了丰富的技术数据和产品

运营经验，下一步我们还将在推广应用上下

功夫，让这种有机肥走进更多的农户，逐步

减少化学农资的使用，不断提升农产品质

量。”内蒙古蔚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志刚说。

10 月 5 日，达拉特旗第一中学教师、班主任

王霄灵和全班同学与国旗合影，以此表达对祖

国的热爱之情。孩子们的笑脸和鲜艳的国旗在

照片上凝固成了精彩的瞬间。

1999 年参加工作的王霄灵，21 年坚守教育

一线，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用爱教育学生，以自

己的工作实绩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任。

当一名教师不简单，当一名班主任，更是不

容易。班主任工作繁忙且极具挑战性，在这个岗

位上，王霄灵深深体会到，一个优秀的班主任不

但要播下知识的种子，更要播下爱的种子，只有

了解和热爱学生，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真正成

为学生的知音。

“一生很漫长，但是关键处也就那么几步，

帮助学生走好高中这三年对学生的一生都很重

要。培养高素质高品德的人才也是一个人民教

师应尽的义务。”王霄灵说。

在日常教学中，无论工作多忙，王霄灵都会

经常与学生谈心谈话，倾听他们的内心世界，走

进学生的生活中，为学生排忧解难、加油鼓劲。

既关心他们的学习，又关心他们的生活、心理与

健康。在她看来，“只有把爱的情感投影到孩子

们的心田，师生之间才能产生心心相印的体验，

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王霄灵的每个学生都爱上了她的课堂，她

的课堂上充满了对学生的肯定和鼓励，学生们

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教育事业这片田地

里躬身耕作二十一载，王霄灵对工作的强烈责

任心，也使她获得了丰硕的回报。2008 年被内蒙

古自治区教育厅授予“优秀辅导员”称号；2011

年获得全国教师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2017 年被达拉特旗第一中学授予“优秀教师”称

号；2018 年被市电化教育馆授予“师生共读活动

优秀辅导教师”称号；2018 年和 2019 年先后两

次被达拉特旗第一中学授予“优秀班主任”称

号；2020 年被市教育体育局授予“市级优秀班主

任”称号。（转自《鄂尔多斯日报》）

王霄灵：播下知识和爱的种子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刘柏霆

收获啦，收获啦！又是一

年丰收季。此时的农田，到处

都是汗水滋润出的沉甸甸的

收获。

你看，吉格斯太镇大红奎

村打瓦壕社的糜苗由青变黄

随风摇曳，沉甸甸的糜穗笑弯

了腰。你听，糜田里收割的机

器轰鸣作响。

“眼前看到的这些晾晒的

糜米都是我的，你看黄澄澄

的。”大红奎村村民王守政掬

起一把脱粒的糜米给记者看。

王守政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今年，在村委的带

动下，王守政种了 150 亩糜

米，其中还试种了 30 亩富硒糜米。这些天，

王守政整天就在晾晒场里，不停地来回翻晒

着糜米，好让今年的糜米早点上市，卖个好

价钱。

王守政告诉记者，就目前的市场行情

看，今年的糜米价格跟 2019 年的一样，还

是 10 元每斤。“要是照这个行情下去的话，

我家的糜米不上化肥农药，亩产按 200 斤

算，每斤纯利润至少 2.5 元，那我 150 亩的

糜米纯利至少能有 7.5 万元。”王守政笑着

说。

打瓦壕社位于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地

处北纬 40 度黄金谷类产地。这里肥沃的土

地、独特的气候温差，孕育了大红奎村的特

色农作物———打瓦壕糜米。

今年以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

中，吉格斯太镇大红奎村在包联单位鄂尔多

斯市高新园区的帮扶支持下，大力推进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在 2019 年种植 170 亩糜米

的基础上，今年大规模推广种植糜米。这几

天，大红奎村种植的 1500 亩打瓦壕糜米已

进入收割阶段。

在大红奎村的糜米地里，一片片糜米映

入眼帘，当地村民正忙着收割糜米。一串串

籽粒饱满的糜米穗压弯了枝头，秋风吹过，

一层层穗浪向远处铺开。

“今年试种了 30 亩富硒糜米，按照村委

的要求种，市高新园区免费提供了富硒肥

料。这几天富硒糜米正在检测中，要是富硒

糜米符合国家标准，那我们的收入就真不少

啦。”王守政说。

大红奎村村主任解小军告诉记者，由村

委会牵头组织与贫困户签订糜米购销合同，

与当地的红糜子种养殖合作社合作，由合作

社负责糜米的收集、加工、包装，最终再由村

委会负责糜米的品牌推广与销售。

“今年村里种植了 1500 亩糜米，其中

1100 多亩是合作社种植的，380 多亩是带动

村里的 13 户贫困户种植的。估算一下，亩产

200 斤，预估可产 30 余万斤糜米，这样的话，

除去成本，纯利润每斤按 2.5 元计算，预计产

值 75 万元左右。”解小军介绍说。

大规模种植糜米，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

糜米种植的效益，为今后全面铺开糜米种植

打下坚实的基础。

让贫困户参与种植的糜米，由于是订单

式种植，销路无忧，且今年试种的效果非常

明显，这也坚定了当地大多数老百姓来年种

植糜米的决心。

“从目前的效果来看，种植是非常成功

的，我们准备明年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带动

村里更多老百姓种植，切实提高经济收入。

另外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打造一款农产

品———金银米饭，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两

米饭’，糜米和大米的混合产品，按科学比例

打好包装后投入到市场进行销售，如果销售

好的话，在村里种植一些大米也是我们计划

之内的事情。”解小军在谈到下一步打算时

说。

一幅丰收喜乐的画面映黄了田间地头。

糜米熟了，村民心里美滋滋的，致富有了希

望，生活有了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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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收获秋景靓，叶黄果熟遍地香。10 月 18 日，笔者走进展旦召苏木梅令湾村，这里

的村民正在收葵花。瞧，这些葵花个矮盘大、颗粒饱满。村民们都说，葵花丰收了，欢迎各地

收购商前来选购。（张挨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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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海心岛非遗小镇研学教育实践基地，位于黄

河南岸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树林召镇东海心

村。基地室内室外一静一动，让来到这里的游客能

够拥有别样的游学体验。今天我们就一起到这座

非遗小镇去看一看！

来到小镇内，首先闯入眼帘的是 30 多米高的

飞虹旱滑草，体验者坐到一个大大的轮胎里，伴随

着尖叫声从高处滑下，看着都特别刺激。除此之

外，网红桥、韵动多人秋千、蹦床等趣味项目都让

游客玩得不亦乐乎。

市民王婧说：“没想到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

玩的地方，真的挺好的！”

体验了刺激的运动项目，游客还可以来到室

内参观时光回廊展馆。展馆收集了村民使用过的

老物件，用集中陈列的方式展示、传播淳朴厚重的

风土民情、民俗文化、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和农耕

文明，让游客领略旧时光的记忆。

内蒙古海心岛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序说：“这个区域主要收集了一些林林总总不同

时期的一些老物件，然后我们根据这些物品做了

一个课件，孩子们过来后，通过课件让他们了解一

下过去的生活。”

小镇最为吸引人的要属非遗研学课程了，包

含了中国四大发明之造纸术和印刷术，非物质文

化遗产手工等体验项目，开设了石磨体验、皮影

戏、扎染、活字印刷、古法造纸等体验课程，将教学

和游戏融为一体，在学中玩、玩中学。

市民柳晓娟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不仅仅要在

课堂上学习大量文化知识，还要走出去，在路上、

在户外学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孩子们在

这里能够得到很大的乐趣，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感受到很多古代的一些文化智慧。”

周序说：“我们还有 30 多个自治区级甚至国

家级的非遗文化传承人，希望把中国的这些几千

年来的优秀文化一点儿一点儿传承下去。”

海心岛非遗小镇：宜静宜动 寓教于乐
本报记者 袁 娇

王守政收获后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