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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中山市现代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的7亩巨型水稻田生机盎然。一阵风吹来，这片约2

米高的“稻林”发出悦耳的“沙沙”声，长而饱满的稻穗在摇曳中走向成熟。

中山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种子站站长陈国军告诉记者，这是中山首次试种巨型水稻。这几个月以

来，他和同事们每个星期都要驱车前往察看，从播种育秧到插秧封行，从刚到脚踝的青苗到高过头顶

的“巨稻”，“现在进入灌浆期，再过半个多月可以收获。”陈国军表示，近年来中山几经探索，单稻谷就

试种了彩色稻、再生稻、巨型稻等多个品种，在千方百计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这些“田

间实验”也为三产融合创造了条件，助力中山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6月 26日，2023年粮食作物新品种
新技术展示观摩会在中山市现代农业
科技推广示范基地举行，巨型稻无疑是

“流量”最高的新品种。
种植户梁辉权，在沙溪镇掌管着一

片 400多亩的种植园区。夫妻二人实行
机械化操作，儿子负责无人机播种、施
肥等，过着春华秋实的朴实日子。梁辉
权一向对稻谷新品种感兴趣，每年农
科推广中心举办新品种、新技术展示
会，他都从不缺席，一经发现心仪的新
品种，他便带回去培育试种。这次的巨
型稻，更是引起他极大的关注。在巨型
稻生长期间，梁辉权常常驱车一个多小

时到种植示范基地，细心观察巨型稻的
长势。

作为一名有着 30多年农业经验的
粮食种植大户，水稻品种是否高产、好
吃、好卖、好管理这四大要素，成为梁辉
权选择水稻品种主要参考指标。在他看
来，巨型稻是一个新兴品种，市场接受
度还有待考量。此外，该品类水稻主打
虾稻、鱼稻等“禾下经济”，需要丰富的
养殖经验，而这正是自己的短板所在。

“我还在考虑。”梁辉权说。
相较于梁辉权，中山百亩之家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洁的步子好像
迈得更大。她说自己种植水稻的目的并

不仅在于卖米，而更看中新品种带来的
衍生价值。在陈洁种植的 200多亩水稻
田中，不仅有巨型稻，还有“野生稻”“再
生稻”等多个品种，她也在探索稻鸭共
育、鱼稻共育等立体种养模式，俨然一
片“超级试验田”。陈洁表示，如果今年
巨型稻长势良好，她还将探索禾虫稻，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据中山市
农业农村局种植意向调查统计，2023年
中山已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2.57万亩，其
中早稻 2.1 万亩，相比 2022 年增加了
2000多亩。放眼沃野田畴，稻香弥散，丰
收在望。

种植户的“超级试验田”

巨型稻首次巨型稻首次““扎根扎根””中山中山
““禾下乘凉梦禾下乘凉梦””照进照进现实现实

中山积极开展“田间实验”，培育农优品种打造特色农业，赋能农文旅
融合，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巨型水稻是近年诞生的“田野明
星”，受到不少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户
的青睐，在省内外都有试种成功的经
验。今年以来，经过对水土、气候、市场
等多方面条件的研判，中山首次引进

“巨型稻”品种，在民众街道、南区街道
等区域进行试种。

巨型稻“身材”高大健壮，通常可达
1.8米至 2米，一个成年人站立其中，多
半看不到头顶。据陈国军介绍，“巨型
稻”的一大优点是产量增高。“据今年的
试种情况看，巨型稻穗长粒多，颗颗饱
满，估算下来，干谷产量亩产大约600公
斤，比常规水稻高出200多公斤。”

此外，巨型稻因其身高优势，还非常
便于增加稻田蓄水深度，以发展鱼稻、虾
稻、鸭稻等种养结合的立体农业模式，提
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可以拓宽农
民的增收渠道。位于民众街道的7亩试验
田里，阳光灼热，热浪滚滚，水中隐约可见
禾花鲤自由游弋，高大茂盛的稻秆恰好成
为它们天然的“遮阳伞”。半个月后，这块
试验田将迎来水稻和鱼的双丰收。

回望巨型稻的整个生长阶段，陈国
军和同事颇感欣慰，“虽然生长初期曾
遭受暴雨袭击，导致部分植株拦腰折
断，但随着巨型稻生长速度的不断加
快，原本弯下去的稻秆又恢复了生长。”

陈国军说，目前巨型稻的生长状况以及
在对抗病虫害方面的表现都令人满意，
唯一担心的防风能力，由于还未经受过
台风洗礼，所以尚不明确。“如果真的碰
上了台风，我们也想好了应对措施，通
过加深稻田水位来稳住稻秆，这样应该
可以扛过台风。”陈国军说。

“水稻之父”袁隆平生前有一个伟
大的梦想，那就是坐在稻穗下乘凉。他
曾梦到水稻长得比高粱还要更高，穗子
长得比扫帚还要更长，高大的水稻能给
他遮阳纳凉，这个梦被形象地称为“禾
下乘凉梦”。显然，这个“梦”正在广袤的
中国大地上被不断实践。

推动农业
走向“多功能化”

事实上，巨型稻只是中山探索农业发
展、加快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
山大胆创新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不仅推动了“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更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
生动写照。仅在2023年中山市粮食作物新
品种新技术展示观摩会上，就展出了55个
粮食作物新品种，其中水稻 14个、玉米 39
个、大豆 2个，吸引了各镇街种粮大户，专
业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广
泛关注。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对于广东落实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
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
义。对中山而言，推进“百千万工程”的核
心工作之一就是抓住省里推动产业有序
转移的有利契机，走好宜工则工、宜农则
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特色化差异化
发展之路。市农科推广中心主任叶树才表
示，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业生产成
本攀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趋紧，唯有通
过农业科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能推动
农业从增产转向提质。

以陈洁的“百亩之家”为例，她所种植
的新品种，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农业生产的
刻板认识，还因其独特的视角，给农业发
展带来现金流。她计划打造一座农业科普
生态园，并引入相关生产线，将农作物生
产加工的每个环节进行展示，从而另辟蹊
径，通过研学等方式提高经济效益，让农
业生产不再局限于单一产业。

叶树才也提到，像中山去年推出的
“彩色稻”新品种，颜值高、新鲜感强，非常
适合在以文旅为主的乡村农田种植，南朗
街道、民众街道、板芙镇里溪村等都有引
进该品种，也取得了不错的种植效果。“五
彩斑斓的稻田不仅带来了人流量，还契合
中山当前文旅发展的方向，将农业与旅
游、教育、文化等产业相结合，大力发展观
光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推
动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功能向休闲、旅游等
多功能转变。”叶树才说。

稻田“巨人”演绎“禾下乘凉梦”

巨型稻和普通水稻“身高”对比悬殊。

种植专家现场介绍水稻控释肥一次
性施肥技术。

农户们在巨型稻前听取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