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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

11月的曹镇乡一片繁忙，处处是米
香。

村村路边、广场上，晾晒着今年新
打的稻谷；大大小小的稻谷加工厂开
足马力，机器轰鸣声从早到晚，飘着香
气的大米从终端哗哗流出，随即被打
包装运，销往各地。

“这是今年的新品种——黄金晴
大米。今年稻谷亩产千斤，又是一个
丰收年。”11月 14日，湛河区曹镇乡曹
西村党支部书记王军伟看着加工好的
大米颗颗莹润饱满，难掩喜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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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在曹西村党员群众综合
服务站门前的水泥广场上，晾晒着1万
多斤（1斤=500克）黄金晴稻谷。村里
收割完毕的稻田里，麦苗绿意盎然。

经历了 10 月下旬收割水稻的紧
张、11月上旬稻谷晾晒的忙碌，如今，
曹镇乡曹西村的水稻种植户终于能停
下来，好好歇会儿了。

湛河区曹镇乡位于白龟山水库之
畔，水质极佳，土地肥沃。作为中原地
带的鱼米之乡，曹镇乡常年种植水稻
1.3万亩（1亩≈666.67平方米）；今年稻
谷总产量约7500吨。

曹镇乡水稻种植已有千年历史，
相传北宋时曾为宫廷贡米。白龟山水
库修建之后，依托丰沛的水源，曹镇乡
水稻种植壮大形成规模。

“水好，土好，种出的大米口感筋
道、煮粥香糯、回味清甜。”王军伟说。

曹西村是曹镇大米的核心产区，
有稻田近1200亩。去年，曹西村股份
制经济合作社种植了特色水稻黄金晴
20多亩，顾客普遍反馈口感好，“熬出
的米汤有一层米油，特别香”。今年，
合作社将种植面积扩大到40亩，早早
便有顾客预订，还未收割已售出七八
千斤。

王军伟向记者展示了曹西村股份
制经济合作社生产的精品“稻花香”有
机大米，包装精美，真空米砖色泽莹白
如玉。“普通大米每斤售价 2.5 元至 3
元，我们这种黄金晴大米质优，生长周
期长，口感好，在市场上每斤能卖到10
元。”王军伟说。

曹镇大米好吃，已成为鹰城人的
共识。

鱼米之乡良田丰

位于湛河区曹镇乡的冠成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里，稻谷加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全自动化的大型碾米
设备生产线轰鸣不停，年逾六旬的负责人王
青春留意着机器上的各种参数变化，观察着
生产状况。

成吨的稻谷原粮从下料口进入机器，经
筛选、谷糙分离、碾米、抛光、分级、色选等多
道程序，最终大米、米糠、碎米等分别从不同
出口流出。在大米出口处，一名工作人员正
迅速将大米装袋、封口，整齐地码放在旁边的
车辆上，准备送货。

王青春是曹镇乡曹东村人，上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涉足稻谷加工行业。从小型加工厂
起步，如今他已拥有曹镇乡最大的大米加工
企业，日生产能力100多吨。

今年水稻又丰收，现在正是最忙的时
候。加工厂每天5点开工，晚上6点结束，等
着拉米的顾客排起了长队，每天加工量二三
十吨。“如果要得急，大加工的时候夜里不休
息。”王青春指着一旁的一座大型原粮库，里
面储存的1000吨粮食堆得像小山一样。

“稻谷身上没有扔的，真是好东西。”王青
春说，稻谷秆可用于养殖业，或者制成草苫子
为塑料大棚保暖。1吨稻谷出米率为70%，其

他副产品也都各有用处。其中，外糠（最外层
稻壳）约占 18%，可做粗饲料；紧挨着大米的
一层油糠约占10%，用于做精饲料；另有2%的
碎米，可用于养殖或酿酒。算一算经济账，普
通大米每吨售价约4000元，油糠每吨售价接
近3000元，粗糠每吨约 1000元，碎米每吨约
3000元，经济效益可观。“大米深加工还能做
成米线或者酒，我们直接对接的有酿酒厂、米
线加工厂等，很抢手。”

曹西村村民陶怀强家的小院里，高高地
垛着做米线用的成袋大米和淀粉，根据顾客
的不同需求加工。“头天晚上泡米，4点起来淘
淘磨磨，开始生产米线。”陶怀强说，做好的米
线搭在房顶架子上晒，天气好的话，半天就能
晒好，“一天能生产千把斤”。十几年下来，如
今供货的米线店、市民都是老顾客。电话一
来，儿子开着车配送。陶怀强笑着说，加工好
的米线一斤能卖到3元钱，依靠做米线，家里
生活过得不错。“别的不说，做米线家里人手
不够，雇了两个人，发的工资都可高。”陶怀强
说。

在曹镇乡，稻谷加工及大米深加工产业
正盛。据湛河区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曹镇
乡如今有大小稻米加工厂15家，米线加工厂
56家。

大米加工富一方

“国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单一农户小地块不利于现代化
的普及，以后的方向就是大力推进土地流转，
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王军伟说，目前
曹西村村集体有土地百余亩，继续流转土地、
实现规模化种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大力
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
营，夯实村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道路。”王军
伟说，村集体开展规模种植，统一销售，农民从
中分红的同时，还能实现劳动力再就业，大幅
增加收入，“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在曹西
村，每年会为70岁以上的老人发福利，80岁以
上老人过生日也会收到礼物；每逢年节，村里
会走访慰问孤寡老人、五保户等。

2017年，“曹镇大米”获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除了市区及周边鲁山、叶县、宝
丰、郏县等地区，还远销郑州、南阳、许昌、西
安等地。

“在产品质量上下劲，才能带来更大的经
济效益。”王军伟说，未来将继续把重心放在种
植优质大米上。另外，他还有想法，打算将曹
娘娘等当地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大米品牌，创造
自己的企业文化，让曹镇大米不仅在本地叫得
响，在全国也获得较高的认可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湛河区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按照“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旱能灌、涝
能排”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根
据现代化耕作需要，按照农民“带地入社、保
底收益、按股分成”的标准，曹镇乡现已成立
各类水稻专业合作社17家，入社农户1600余
家，种植规模化、耕作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

品质优良美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