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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钟志仁

“老陈，今年新米上市了吧，
还是那个好品种吧，给我准备
200斤，明天我来拿。”“还得是这
种软米吃起来香，客户都是提前
跟我下订单。”随着秋收进度条
的见底，不少粮农的电话日渐

“热闹”起来，询问新米是否上市
和立即下单成为“供求两端”交
流的主旋律。其中，以南粳、宁
香粳等为主的优质食味品种大
米的出现频率最高，老客户们纷
纷为自己认可的优质食味米买
单。

“今年的稻子早就收完了，但
新米销售上市时间可就早了，10
月底就开始少量上市，那时候就
订单不断了。”说起今年的新米，
句容市边城镇的种粮大户严秀林
十分高兴，一季的辛苦有了收获，
更重要的是新老顾客对他种植的
大米的认可。

老严种植了 600 多亩水稻，
一半种植的是优质食味米，其
中，宁香粳 9 号是大头，种植了
200亩左右，南粳 5055和南粳 46

面积也有 70多亩。而这几种大
米的销售价格为8元/公斤左右。

最让老严得意的还是种植
面积只有 30亩的沪软 1212。“我
这个品种可是拿过多个金奖的，
口感没的说，好吃。我卖16元一
公斤还是供不应求。”

好吃的优质食味米不但市
场认可度高，销售还更快。在丹
阳市珥陵镇，种粮大户唐黎明的
新米销售数字在 11月底已十分
可观。“我的大米常年供应周边
企业和学校，这不，新米才上市
一个月，订单不断，每天除了小

麦种植，其他时间都在碾米销
售。自 10 月 25 日新米上市以
来，优质食味米品种南粳5055和
南粳3908已经销售75吨左右。”

其实农户选择种植优质食味
米，除了顺应市场需求外，更多的
是为自身增加风险抗性。丹徒区
辛丰镇农户刘伟是个种粮 30多
年的“老把式”。过去他一直以种
粮卖稻为生，从 2018 年开始，他
便毅然决然地走上种好稻卖好米
的路线。

“那几年水稻收购保护价取
消，稻谷的行情波动剧烈。加上

田租、农资以及人工成本的逐年
提高，种稻的收益在诸多不确定
因素的影响下十分不稳定，让我
心里不踏实。”2018年，刘伟将种
植品种调整为南粳系列的优质食
味米，同时上马小型粳米加工线，
并申请了自己的品牌，利用辛丰
当地企业多的优势，逐步打开了
大米销售市场，“现在，无论水稻
价格怎么波动，我都不担心，只要
把稻子种好，打出来的米好吃，就
不愁卖，收入有保障。”

随着好吃、稳定增收等诸多
利好标签的背书，近年来优质食

味米在镇江农田的占比极速扩
张。“近年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
积极推动优质稻米产业的发展，
大力推广南粳 5055、宁香粳 9
号、南粳 46等诸多稳产多抗、优
质食味的好品种，全市优质食味
米种植占比已超八成。”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何东兵表示。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我
市还积极开展稻米品牌建设，引
导种植大户努力延长稻米产业
链，先后打造出了“北固山”“嘉
贤”“荣炳”“杜氏天香”“河豚香
米”等一系列大米品牌。同时，
我市稻米“两品一标”有效认证
达 67 个，其中有机稻米认证 10
个、绿色稻米认证 57 个。延陵
镇、后白镇等 8个乡镇获得江苏
省“味稻小镇”称号，在历届“江
苏好大米”评选中先后斩获“江
苏好大米”十大品牌1个，十大创
优品牌 2个，特等奖产品 2个、金
奖产品 9个、银奖产品 12个。何
东兵表示：“可以说，优质食味米
已成为推动我市稻米产业发展，
守护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
的有效利器。”

本报讯（记者 周迎 通讯
员 夏俪铭 金梦娴）近日，在
镇江市蔬菜研究所的一处试
验基地，一大片头顶着西蓝花

“皇冠”，身下却是芥蓝修长身
形的西蓝薹迎来了成熟期，标
志着该所第一年将西蓝薹成
功引种。

西蓝薹作为由西蓝花和
芥蓝杂交选育而成的蔬菜，在
国内外一直都是高端蔬菜市
场的宠儿，其价格高昂且经常
供不应求。它凭借着脆嫩多
汁的口感和富含维生素与抗
癌物质的特性，受到了不少消
费者的青睐。

蔬菜研究所工作人员一
边查看西蓝薹生长情况，一边
分享丰收喜悦，“西蓝薹栽种
三个月就可以收获了，种植一
次可以采收多茬，茎秆和花薹
都能采收，一亩能收 1000 公
斤左右。按照目前市场的收
购价每公斤 10 元来算，种西
蓝薹的收益要比普通蔬菜高

两三倍！”
“最初我们是在农产品国

际博览会上了解到的西蓝薹，
这种小众蔬菜经济价值高，市
场需求量大，所以回来后我们
尝试引进试种。”镇江市蔬菜
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西
蓝薹的市场很广，目前已成功
引种，下一步将会推广至辖区
内各个蔬菜种植基地，助农增
收。

本报记者 谭艺婷
本报通讯员

贾思振 蒋鸣明 笪俊杰

近日，隆平高科国际培训学
院专门向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院发来贺信，祝贺该校谭晓燕老
师被瓦努阿图共和国农业和农
村发展部、农畜林渔及生物安全
部联合授予中国农业科技传播
优秀使者称号。

谭晓燕，中共党员，1965 年
出生，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农学园艺学院的研究员、教授，
隆平高科国际培训学院的援外
特聘讲师，多次承担海外班培训
任务。她三次赴大洋洲瓦努阿
图共和国开展蔬菜种植培训，作
为培训教师团队的主要成员之
一，谭晓燕“理实一体”的全英文
授课，倾情传授蔬菜种植技术并
取得可喜成果，受到多方面好
评。

远涉重洋“初战告捷”

2018 年 10 月下旬，谭晓燕
应邀第一次赴瓦努阿图，为该国
的农业管理人员、蔬菜技术员培
训蔬菜种植技术。瓦努阿图位
于南太平洋西部，四面环海，由
83 个岛屿组成。岛上绝大部分
物资都靠进口，生活条件非常艰
苦，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医疗条
件更是匮乏。“路途需 2天，历经
近 30 小时的飞行，特别是从斐
济到瓦努阿图的交通工具，只有
螺旋桨小飞机在南太平洋上空
穿越。坐在乘客无法直起身的
机舱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

机声音，飞行中常会碰到大气
流，剧烈持续的颠簸，让不少乘
客心惊胆颤。”谭晓燕说。

到了瓦努阿图后，呈现在谭
晓燕眼前的是“杂草丛生”。一
切从零开始，从整地、播种、育苗
到田间管理，从劳动工具的准备
到如何使用，她采用课堂讲授、
现场示范，边教边做，将理论和
实践融为一体。她每天都要顶
着强烈的紫外线和 37-38 摄氏
度的高温，手把手地在实训基地
教学员。周末学员们都休息了，
但为了确保菜苗的成活，谭晓燕
常一个人下地干农活。一次，她
的小腿不慎被树桩划破一个伤
口，在雨天 40摄氏度的高温下，
在成群的蚊虫叮咬下，很快，她
的小腿红肿，伤口处部分肌肉开
始发炎腐烂。当地缺医少药，手
机也没有信号，整夜的发烧让她
彻夜难眠。谭晓燕一边采用土
办法治疗，一边坚持按时培训，
终于成功培育出了蔬菜壮苗，并
圆满完成培训任务。

“爱心”浇灌 瓜果满园

2019 年 10 月 22 日，54 岁的
谭晓燕应隆平高科国际培训学
院特邀，再次飞越南太平洋，到
瓦努阿图开展蔬菜技术培训工
作。当时正值瓦努阿图刚刚发
生过 6.8 级地震，家人非常担心
她的安全，纷纷劝她不要再前
往，但谭晓燕毅然再次飞往瓦努
阿图。

针对学员们参差不齐的文
化程度和专业背景，谭晓燕在课
堂上深入浅出地讲授知识，在实

训基地耐心地教授示范、倾情传
授自己的发明专利技术，推广应
用中国农耕文化的“以虫治虫、
以菌治菌”的生物防治、生草覆
盖畦面等技术，让瓦努阿图学员
对蔬菜生产和丰收充满了希望。

在“爱心”的持续浇灌下，基
地里原本病弱的小菜苗逐渐变
得翠绿茁壮，杂草荒芜的地块变
成了美丽的菜园，到处可见黄
瓜、西葫芦、甜玉米、菜心……

“全优”评价 变废为宝

今年 10 月 13 日-23 日，谭
晓燕第三次应邀赴瓦努阿图，传
授食用菌生产技术。她带去自
制的蘑菇样本和教具，开展生动
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学员
们热情高涨，认真听课做笔记、
积极思考提问题。谭晓燕不厌
其烦地答疑解惑，耐心地指导并
不断鼓励学员。她讲授的“中国
传统的香菇砍花法、平菇段木栽
培法、野生草种植食用菌后的循
环利用技术”等，让学员们如饥
似渴地沉浸在知识的“宝库”中。

瓦努阿图学员们都喜欢听
她讲的课，常常教室被挤得爆
满，甚至连地上都坐满了学员，
参训的三期学员给她的评价均
是“全优”。学员爱丽斯在评价
中写道：“我喜欢谭老师的课和
她的教学方法，我学到了很多东
西。我特别喜欢蘑菇种植技术，
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发展
蘑菇种植。”学员汤姆森给予的
评价是：“谭老师的课形象生动，
讲解非常清楚，对学员非常耐心
并且帮助很大。”

种植占比超80%，销售价格高

优质食味米成粮农增收“法宝”

周迎周迎 摄摄

跨越山海，为贫瘠土壤播撒致富种子
——记中国农业科技传播优秀使者谭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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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成功引种蔬菜新宠西蓝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