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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于瑶报道：“莲藕在淤
泥里是横着长的，根本看不清位置，所以
没有多年挖藕经验的人很容易就挖断
了。”藕农杨家友告诉记者。9月14日，
昌吉市滨湖镇迎丰村百亩莲藕基地一派
繁忙景象，藕农杨家友身穿防水服，在齐
腰深的荷塘里，手持高压水枪，仔细寻找
着藏在荷塘淤泥深处的莲藕。

“今年我种的莲藕长得非常好，收益
还不错。150 亩地可产 120000 公斤，目
前市场零售价格每公斤在15元左右。”
杨家友说，这些莲藕主要售卖给乌鲁木
齐市的批发商、零售商。

今年 45 岁的杨家友是四川成都
人，他告诉记者：“我之前在四川种了 5
年藕，之后来到新疆继续种藕。”2016
年，杨家友跟着几位同乡一起来新疆摘
棉花，因为在四川种过莲藕，所以他对
莲藕的销售情况十分关注。杨家友走
访几处菜市场后发现本地不种莲藕，市
场销售的疆外莲藕价格比较高，自此他
认定在新疆种植莲藕或许是个致富的
好机会。

听说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有荷花种
植基地，杨家友便前往了解，这一去就是3
年，从如何选择适合在新疆生长的莲藕品
种开始，杨家友凭借着5年种植经验，不断
总结、不断尝试，引进新品种、调整种植方
式，积累种植经验，终于在第三年找到了
适合新疆种植的莲藕品种“长白莲”，这个
品种的莲藕淀粉含量大、抗冻，适合在新
疆种植。

积累了一定种植经验的杨家友决定把
在新疆种植莲藕这件事坚持做下去。在和
几位朋友的闲聊中，杨家友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了位于昌吉市滨湖镇迎丰村的闲置
鱼塘。莲藕是水生生物，成熟后的莲藕非
常脆弱，很容易折断。莲藕的生长需要充
足的光照、恒温的环境、足够的水分、适宜
的土壤。这里的鱼塘是砂质土鱼塘，有机
质含量达 30%，完全符合莲藕生长需求。
找到了合适种植的地点，杨家友和妻子认
真种植、细心培养，将百亩闲置鱼塘变成

了生机无限的莲藕池塘。
“乌鲁木齐的顾客很喜欢他家的莲

藕，我们基本每天能销售300公斤左右，
销售旺季一天可以卖800公斤左右。我
们一般购进的都是当天挖的莲藕，确保
顾客吃到新鲜、健康、放心的莲藕。”乌
鲁木齐商户薛智磊说。

现在每天都有人到塘边，等着购
买当天挖出的新鲜莲藕，每每听见人
们对莲藕的夸奖，杨家友心里就乐开
了花。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通讯员秦雪
芳报道：9月19日，在阜康市滋泥泉子
镇东湖中心村的晾晒场上，玉米种植大
户李长福正在晒玉米，金灿灿的玉米摆
出“丰收”字样，表达他喜悦的心情。

在李长福家的玉米地里，一台自
走式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李长
福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 300 亩各类
作物，其中有80亩玉米。“以往我们采
收玉米费时费力，现在使用机械采收，
80亩地只用了4个小时就收完了，真
是省时省力省心。”李长福说，“这两年
玉米的价格还算不错，我对种植玉米
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在春播、夏管、秋收等时间节点，
阜康市和滋泥泉子镇的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在选种、施肥、田管、无人机
飞防等方面积极为农户做好技术服务
工作，确保玉米丰产丰收。

“今秋，我们滋泥泉子镇的2.5万
亩玉米迎来了丰收，平均每亩产量在
900 公斤左右。”滋泥泉子镇农业（畜
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杨光
彬介绍，“我们全面推广测土配方、联
合整地等技术措施和‘五统一’种植管
理模式，并且定期深入田间地头，帮助
农户解决病虫害防治等问题，为玉米
丰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阜康市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 藏粮于技”战略，优化和推广使用
玉米良种、良技、良法、良田模式，在玉
米种植过程中实现了水肥一体化和覆
膜滴灌节水技术全覆盖，新品种推广
率和机械化收获率均达到 100%。目
前，阜康市8.34万亩玉米全面进入收
获期，平均亩产1吨左右，较往年增产
30 公斤至 40 公斤，预计 10 月 20 日前
后完成采收。

9月14日，昌吉市滨湖镇迎丰村百亩莲藕基地，莲藕种植户杨家友的儿子杨彪向记
者展示刚刚采挖出来的莲藕。 本报记 于瑶 摄

9月21日，在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昌吉农高区）
的新疆商业厅农场加工番茄种植基地，记
者见到种植基地负责人盛立新时，他正在
地里忙活，红彤彤的番茄一眼望不到头，几
台大型番茄采收机和拉运车正抢收着晚熟
番茄。

今年59岁的盛立新，曾在新疆商业厅
农场当了19年老师，2007年，因机构改革
转型成为“新农人”。看到加工番茄“钱景”
不错，他带着农场农户建起了加工番茄种
植基地。“去年种了1800亩订单番茄，亩均

产量12吨。今年，农场将种植面积扩大到了
2572亩，其中早熟番茄1000亩、晚熟番茄1500
多亩，亩均产量达到11吨以上。今年市场行
情比较好，目前每吨售价540元，地头过磅即
采即走，一亩地能收入5000多元，这些火红
的番茄给农户带来了好日子。”盛立新指着连
片的番茄说。

种植加工番茄，优质品种是基础。“我们
种植的晚熟番茄品种是‘新红49号’，每亩地
番茄株数约在3000多棵。一台采收机一天
可采收100亩地，相当于150个人一天手工采
摘量的总和，每亩地可节省采收费100元。”

盛立新介绍。
据了解，“新红 49 号”是新疆农业

科学院选育的适宜机械采收的晚熟品
种，目前占到新疆加工番茄种植面积的
14%。

“土壤成分、酸碱度跟病虫害都有一定
的关系。”盛立新说，他们在种植过程中一
般通过增施有机肥，调整土壤中氮磷钾的
比例，对病虫害进行预防。为了给番茄生
长提供一个松软、健康的土壤环境，农场使
用了大量有机肥，并且深耕土壤，让有机肥
和土壤充分混合。在此基础上，对土壤成
分、酸碱度等指标进行检测，测土配方精准
施肥，大大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达到65%
以上。

在新疆商业厅农场的另一块条田里，
1000亩早熟番茄地采收结束平整得整整
齐齐，几台卫星导航播种机来回穿梭，正在
进行冬小麦播种。新疆商业厅农场现有耕
地 6300 多亩，主要种植小麦、棉花和辣
椒等。

盛立新告诉记者：“农场依托昌吉农高
区番茄红色产业链，计划把加工番茄种植
面积稳定在3000亩左右，与昌吉农高区两
家番茄加工企业合作形成上下游产业链，
通过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订单’的产业
经营模式，打造以加工番茄种植为主的‘番
茄小镇’，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盛立新说，作为“新农人”，他希望自
己能带动更多农户通过发展加工番茄产
业增收致富，过上更好的日子。虽然这条
路很长，但是坚持走下去，就是对的。

本报讯 通讯员宋凯琪报道：秋
收九月，鱼肥稻香，眼下，正是捕鱼的
黄金季节，呼图壁县园户村镇十三户
村的养殖户们铆足干劲张网捕鱼，收
获丰收的喜悦。

近日，笔者在十三户村养殖户丁鑫
的鱼塘看到，几名捕捞工人正忙着拉网
装鱼，将一条条肥硕的大鱼倒入水箱
中，一派鱼跃水面、水美鱼肥的丰收场
景。今年，丁鑫养殖的品种主要有鲤
鱼、草鱼、鲫鱼、白鲢鱼、五道黑，此次捕
捞上岸的鱼以鲤鱼和草鱼为主，将销往
乌鲁木齐市、奎屯市等地的水产批发市
场和生鲜超市。“预计能产出七八十吨
鱼，按照目前行情14.5块钱一公斤的销
售价，可实现收入七八十万元。”丁鑫
说。

近年来，十三户村大力发展水产
养殖业，引导养殖户走规模化、产业化
养殖路子。目前，全村共有鱼塘近
4100 亩，预计今年年产量达 6150 吨。
十三户村村干部摆嘉豪说：“今后，我
们还将通过‘渔业+旅游’的模式，在
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养殖的同时，为游
客打造赏鱼、垂钓的好去处，促进村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满地金黄好“丰”景
阜康市8.34万亩玉米迎来采

收季

水美鱼肥捕捞忙
园户村镇十三户村迎来起鱼

季

迎丰村：“藕”遇丰收季 农户采摘忙

小番茄“种”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 刘茜

9月21日，新疆商业厅农场加工番茄种植基地，盛立新向记者展示成熟的番茄。
本报记者 刘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