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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从一粒饱满的种子，到郁郁葱葱的稻
田，再到秋收时节满地金黄，变身晶莹剔透的大米，走上亿万百姓的餐
桌。这是一粒大米的成长故事，很多人都品尝过它的美味，但却少有人
了解它的身世。

制种播种、插秧施肥、收割加工、运输销售……每一粒粮食都凝结着
无数耕者的辛劳和汗水，每一粒米都是历经艰辛才能到达你我的饭桌。

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进田间地头、加工车间等，为读者呈现一粒稻
谷从育种到餐桌的部分片段，讲述一粒米成长背后的故事。

希望我们的报道，能够引发共鸣，如此，每一个人努力，更好地端稳
端牢中国饭碗。

数年如一日 育出金种子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驰 通讯员/刘晓聪 刘卫红

5月5日下午3点多，艳阳高照，在攸县网岭镇里旺村，制种大户杨曼娇弯

腰将手里最后一株秧苗插下，所有父母本下田后，今年的425亩杂交水稻制种

田已全部播种。摘下帽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她望着田间绿油油的种苗，心中

充满着期待。

照看老人，她尝试水稻制种

长年户外劳作的杨曼娇，皮肤黝黑，但性格开朗，她常常打趣自己

和土地、水稻打了半辈子交道。2009年，杨曼娇首次流转土地，种植水

稻，亩均收益不到 300元，让她有点灰心丧气，觉得干农活，要看老天

爷“脸色”。最终，为照顾家中老人，她选择留下，没有外出务工。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生财之道就是依靠种植提高收入。”杨曼

娇说，2016年得知攸县推广杂交水稻制种，收益高于普通的水稻种

植，便动了心思。

因担心有风险，杨曼娇首先划出50亩地进行尝试。“新兵”上

路，水稻制种与普通水稻种植差别很大。除了农技员下田指导，光

是花期相遇、催芽技术等，杨曼娇上门往返 10多趟，到县农业部

门虚心讨教，用纸笔记下细节与要点。慢慢地，她掌握了制种技

术，适时地扩大了制种面积。

虽然辛苦，但丰收时让她喜笑颜开，制种亩产利润是普通

水稻种植的 3倍左右。2017年，杨曼娇的 120余亩制种田大获

丰收，令乡邻艳羡不已。

政策加持，她扩大制种面积
然天有不测风云，2018年，一场连续多日的阴雨，让 150余

亩制种田内的稻子受损严重，由于芽粒不达标，每斤 1元都未

售出。

“种子发苗时，害怕高温阴雨台风，若碰上恶劣天气，那我

们的辛劳就白费啦。”杨曼娇说，好在政府给了一定补贴，加上

制种每年每亩还奖励 200元，这才及时止损。

一系列奖补政策的实施，让杨曼娇对制种行业充满了信

心。2019年，杨曼娇在村里搭建了 400平方米的仓储中心，种子

丰收后，可及时存放，解决了露天收藏带来的隐患。

“购买农机，政府有补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去年，我就

购买了 3台制种专用插秧机。”杨曼娇说，原价 10.7万元的机器，

在政府补贴后，每台不到 3万元，今年她又买了 1台。

算过一笔细账，去年，杨曼娇 260余亩制种田及机插服务的

收入，达到 20万元。今年打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千亩冷水田 种出生态稻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晓欢 黄鑫

5月 3日上午 9时 30分，送货回来的邹明海马不停蹄地来到水田

边，查看秧苗长势。顶着一头白发，架着黑框眼镜，邹明海儒雅中透着

帅气，如果不是脚上那双旧套鞋，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在乡村耕耘了

6年的农人。

2017 年，邹明海放弃在国外的贸易工作，带着“重闻儿时米饭香”

的朴素愿望，流转千亩田地，投资近 300万元，回到家乡渌口区朱亭镇

黄龙村“拓荒”，他坚持不洒农药、不施化肥，以一种近乎“佛系”的态度，

走出了一条减碳“稻”路。

种田，专挑“犄角旮旯”

种田对邹明海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自己生长于农村，跟

着父母插过秧拌过禾，小时候家里煮的米饭，总是特别纯粹、香甜。”邹明海

介绍，他 19岁走出“农门”，卖过服装、搞过运输，后又在越南、老挝等国家做

外贸生意，乡村田野成了久违的记忆。

可家乡、父母始终是游子的牵挂。2016年，回乡探亲的邹明海发现，村里

大片农田撂荒，望着田里的杂草，心里不是滋味。次年，他回乡注册成立株洲

民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打定主意种生态田。

“走，我们去看看另外一个种植点。”上午 10时，邹明海开着面包车，带领记

者在大山里穿梭，耗时 20 多分钟，从黄龙村来到福冲村。村部附近的一片梯田

里，秧苗长到 10厘米高，看起来生机勃勃，而此前，这片田已荒废 10来年，光整理

的成本每亩约 1300元。

“对种粮大户来说，连片田便于耕作、节省成本，你为何选择这山冲里的‘犄角

旮旯’？”记者抛出了疑问。

邹明海笑着讲述自己的理念，“种田关键看田的质量，山冲里的田远离污染。农

家有句谚语‘田荒三年是个宝’，杂草烂在田里使土壤肥沃。”邹明海介绍，他流转了黄

龙、福冲等 6个村 40多个组的 1300多亩地种植优质稻，其中 70%是山冲里的冷水田。

邹明海的到来，不仅避免了农田抛荒，而且给当地村民带来创收，“普通劳动力一天

工资是 150元，操作机械的每天 300元。”邹明海介绍，他采取企业式管理，吸纳 80多位村

民务工，每块田都有责任人管理。

施肥，只用“鸡鸭牛粪”

种生态田，不洒农药、不施化肥是邹明海定下的规矩。“现在主要是收集鸡、鸭、牛等动物

的粪便，混合锯木灰、稻谷秆、石灰等制成农家肥。”邹明海带着记者走进仓库。仓库坪里，一个

巨大的塑料薄膜盖住了棕黑色的正在发酵的肥料，“大约要发酵 40~60天，虽然时间长，但环保

减碳，对水稻品质也有好处。”邹明海说。

农家肥臭味很大，沾染在身上几天不散，但邹明海不在意，看着抛荒减少、水稻丰收是他最有成

就感的事。刚回乡时，他不熟悉农事，便找专家学习，找本土种田能手请教，学会了石灰还田的法子，

给土壤有效杀菌，减少了水稻病虫害。他坚持用翻耕和手拔代替除草剂、用自然晾晒代替机器烘干。

采用原生态种植法，效率不高，“亩产低的田大概150公斤到300公斤。”邹明海坦言，受天气、病虫害

等因素影响，前两年，还有些田绝收，但这并没有动摇邹明海生态种田的想法。

邹明海注册了“田园叶”商标，生态米畅销北上广，受到许多养生人士的追捧，去年，他卖出 10多万公

斤生态米，每斤售价 20元出头，“今年我还打算将仓库改造，新建办公室、农家民宿等，期待更多人来乡村体

验农耕的乐趣。”邹明海说。

先进生产线 碾出优质米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毅 通讯员/刘娜

4月 28日，驱车沿着 106国道行进，柏油路边厂房林立，货车

川流不息。

进入醴陵市孙家湾镇观前村，农田渐多、蓄水丰盈，便到了湖

南望鑫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鑫农业”）。这里引进

了目前国内先进的生产线，在一粒米的工序上做足文章，成就百姓

餐桌上的安全。

“稻谷从田间到车间，‘过五关斩六将’，经砻谷、抛光等工序后，

就成了优质大米。”该公司总经理易桂明说。

从谷到米，10道加工工序

在外人看来，稻谷加工成大米可能只需脱去谷壳那么简单，实则

不然。

走进“望鑫农业”生产车间，机械设备一字排开，米糠的香味扑鼻

而来。虽然机声隆隆，但生产线上的工人却屈指可数。易桂明边走边介

绍，收购来的稻谷，车辆运输至容量达 300 吨的卸谷坑，倾倒后再经管

道提升运输装置，分品种进入 12 个干谷仓。其间，有 6 台风干机连续工

作，将稻谷烘干称重。

烘干进入仓库只是第一步。一粒稻谷变身为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要借

助管道跑一段“马拉松”，其间还有9道工序。易桂明说，首先就是清理杂质，将

小石子等剔除，成为干净水稻，随后进入砻谷机，去除水稻壳。“你看，第一次脱

壳的米颜色比较黄，还夹杂着稻谷，大小不匀，要经过重力筛后进入糙米仓，再

一次脱壳。”他指着砻谷机的出口说。

两次脱壳后的糙米经白米筛、色选机进入凉米仓，冷却后再进行抛光等操

作。“可以把抛光想象成一个磨光过程，让大米看起来不仅白，而且通透、光滑。3次

抛光、3次色选后，才能进入成品仓。”易桂明说。

入库前检测，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中控室与加工车间隔着一堵透明玻璃墙，这里便是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个

指挥中枢，对每个加工环节进行精准控制，全程自动化。“现在每天处理稻谷260吨，加

工成品大米150吨，几个人操作即可。”易桂明说。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望鑫农业”设立了质检室，稻谷进入车间前，要先取样检测。

“主要检测重金属含量，专业仪器能快速出结果，超标就‘一票否决’。”易桂明表示，公司

与湖南隆平高科集团开展战略合作，后者在种子和种植土壤选择等方面提供支持，并建设

了3个大型仓库，可储存稻谷1.5万吨。

每一粒粮食，都是在汗水中泡大。易桂明表示，稻谷壳、异色米、碎米等都有专门管道和

收集仓，全部利用起来。

易桂明介绍，公司与种植大户合作，今年计划推广种植优质稻 4 万亩，加工销售大米 7000~

10000吨。到2023年启动二期建设，再上马一条生产线，完成20万亩无污染优质稻基地建设，逐步实现

年产6万吨大米目标，为粮食安全尽一份力。

全程机械化 种田一身轻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阳童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5月 3日，在茶陵县严塘镇玳溪村连片稻田里，轰鸣

声阵阵，原来是几辆插秧机开足马力忙作业，8架无人机在空中盘旋……

农业种植全机械化，是玳溪村的特色，这些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来自茶陵县严塘海林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海林农机”）。

“忙完本村的业务，海林农机还要去茶陵其他乡镇和江西省莲花县等地作业。”玳溪村党总

支书记、主任，海林农机创始人谭海林乐呵呵地说，海林农机服务队已成为湘赣边的“顶流”。

追梦田园，拓垦农机行业“蓝海”

5 月 5 日早上 6 时许，身着短袖、戴着草帽的谭海林，踏着晨曦赶到海林农机车

库，和几位技术员为即将下田作业的设备做最后检查。回乡创业 14年来，这已成为

这个 70后“新农人”的日常工作状态和生活习惯。

1992年，谭海林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在深圳开起了一家小型运输公司，生

意红火。但2008年那次返乡，看到村里大片农田荒芜，刺痛了谭海林的心。

“我是农民的儿子，非常热爱农业，看到这么多地荒了，心里不是滋味。”

谭海林说，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后他毅然放弃深圳的事业，回乡当起庄稼汉。

“见过世面”的谭海林，对农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规模化、机械化、智

能化是他为自己创业定下的总基调。

2009年初，他流转村里耕地 150余亩，斥资采购了一批先进农机设

备。机械化作业让他的产业规模快速拓展，到 2013年，他在本村和井头

村（现龙井村）流转耕地近 1600 亩，农机设备增至 20 多台，成为茶陵

知名的“新农人”。

有了名气，就来了业务。从2013年起，有不少种粮大户联系谭海林，

愿意有偿购买他的农机服务。这让刚被推选为村主任的谭海林，找到了

带领村民致富的路子。2015年5月，他联合多位村民成立海林农机，将

农机服务作为主营业务之一，并投资300多万元，购置40余台大中型

农机，成立了农机服务队，免费培训农机手，农机服务渐渐向外拓展。

走出茶陵，抢占湘赣农机业务

先进的设备和成熟的农机服务队，是谭海林抢占农机服务

市场的法宝。截至目前，海林农机共有各种农机设备 60 余台

（套），种类达 10余种，覆盖了从粮食播种到大米产出全产业链。

他每年还要投资 100余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和农机手培训。

农机服务队成立后，谭海林接到了不少县内外翻耕、播种、收割等

业务，但在海林农机，最出名的还属“无人机施肥”和“无人机植保”。

“目前正是施肥高峰期，一台无人机一天能完成 100余亩

农田的施肥任务，到 5月下旬，又是飞防植保关键时期，无人

机服务更是周边县农业种植大户预定的热门。”谭海林说，目

前他已与炎陵、安仁、莲花等地种粮大户达成长期合作协议，

县外飞防业务面积近 5000亩。

为了延伸产业链，谭海林今年新采购一批牧草收割机，还

计划将海林农机打造成湘赣边农机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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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南五县（市区）落实粮食安全责任系列报道之二
策划/尹二荣

邹明海向记者展示正在发酵的农家肥邹明海向记者展示正在发酵的农家肥。。

株洲日报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掌上株洲记者//邹怡敏邹怡敏 摄摄

自动化加工生产线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只需一人查看设备运只需一人查看设备运

转情况转情况。。 株洲日报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掌上株洲记者//刘毅刘毅 摄摄
谭海林谭海林（（左左））检查农机设备检查农机设备。。阳童阳童 供图供图

杨曼娇正在田间劳作杨曼娇正在田间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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