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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 花 香 里 说 丰 年
——访双清区种粮大户刘刚要

“从 1998 年以来，粮食价格一直没
怎么变过，利润空间比较小。要实现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我们必须大力创新，种
植高端优质稻。”刘刚要介绍，“玉针香”
是一种珍贵的生态冷水米，外形细长如
针、色泽晶莹剔透、口感清香悠长，亩产
值比普通品种要高出千元左右。

今年春天，在双清区省级农科园管
委会的指导下，刘刚要从上千亩水田中
遴选出2公顷具有天然山泉灌溉条件的
连片优质水田，专门用来试种“玉针香”。
为保证优质稻谷的品质，刘刚要在“玉针
香”种植全程均采用山泉水进行浇灌，杜
绝喷施农药和除草剂。

经过4个多月的生长，“玉针香”在国
庆期间迎来了丰收，不料成品却跟预期
相差甚远。带着疑惑，双清区省级农科园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泉带着刘刚
要一同前往新邵县调研，最终发现是当
初从外地买回来的“玉针香”种子有问
题，卖给他的可能是第三年没有配种过
的“玉针香”，其米粒长度和真正的“玉针
香”相比短了一大截。

“只要找出了问题症结，明年开春就
有信心了。”刘刚要长舒一口气说道，他
已经成功注册了“清又清”商标，后续将
扩大“玉针香”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
种粮收益。

“下一步，我打算在稻田里养青蛙和泥
鳅，让土地‘生’出更多钱。拿养泥鳅举例，
如果养护得当，每亩不仅能产700斤到800
斤稻谷，还能收获不少于300斤泥鳅，每斤
30元，能卖9000元。等用地审批下来后，再
建一座烘干房，用于粮食的晾晒和储存。”
谈及未来规划，刘刚要充满无限期盼。

勇于创新
争做农田稻浪弄潮儿

2021年初，刘刚要流转了13余公顷
土地，并花11.8万元购置了第一台拖拉
机。头3天，他独自一人驾驶着拖拉机在
荒地里除草整地，累得全身酸痛、无法入
睡，几度想要放弃，无奈前期投入成本过
大，权衡利弊下，又咬牙购置了几台农
机，并吸引当地另外4家原来在外务工
农户入股，成立了邵阳清又清农业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1年到2022年，为进一步提高生
产机械化水平，刘刚要花费180余万元，先
后添置了6台旋耕机、2台插秧机、2台收
割机、2台履带式拖拉机，并自费修筑了一
条1760米长的机耕道和一座机耕桥，基本
实现了水稻规模化和全程机械化种植。

经营管理之余，刘刚要深知掌握一门
技术有多么重要。他把家从闭塞的村庄搬
到了马路边的项目板房里，每天沉下心来
自学农机驾驶和维修技术，和社员们一起

为农户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指导和农机
服务。“把拖拉机开好需要熟能生巧。不管
多大的地都要来回犁三遍。早稻收割完以
后地里的杂草长得很快，种植晚稻前第一
遍必须先把地里的杂草打碎变成有机肥，
第二遍把泥巴打成泥浆，第三遍就是把土
地犁平……”刘刚要兴致勃勃地说。

迄今为止，合作社已经流转了80公顷
土地，其中53余公顷用于种植水稻，13余
公顷用于种植玉米、大豆和油菜等。去年，
水稻总产量达到35万公斤、产值13余万
元，油菜、玉米等产值20余万元，稻田鱼产
值2万多元，合作社纯收入共计40余万元。

“当初开荒时，地里的杂草长势逼
人，直没过我头顶，如今千亩良田上，只
有成片金灿灿、沉甸甸的稻穗，把稻秆压
弯了腰。”走在姚喆村一望无际的稻田
边，刘刚要说起这几年的巨变，脸上浮现
出喜悦的笑容。

购置农机 迈出机械化生产第一步
出生于1978年的刘刚要，

老家在双清区爱莲街道云水
村，早年在贵州省偏远山区的
建筑市场打拼。为了更好地照
顾家庭，刘刚要选择返乡创业，
卖过家电，开过猪场，都不见起
色。正当他一筹莫展时，老村支
书找上门来，希望他帮忙解决
村子里已经闲置了 20 多年的
13公顷荒地。

“村支书之所以能第一时
间想到我，是因为我在2004年
前后，打算流转这部分荒地用
于水产养殖，由于种种原因，并
没有付诸行动。”刘刚要说：“随
着国家对农民的农业相关补贴
力度进一步加大，在村支书的
热情邀请和大力支持下，我还
是再次选择了投身农业领域的
创业浪潮。”

刘刚要深有感悟，尽管父
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苦
劳作，一年到头却没有赚到
多少钱，落后的传统农业生
产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
极性。种种一切，让他从一开
始就坚定了发展规模农业的
决心。

“政府对每亩早稻和晚稻
分别都有相应的补助，购买农
机也能领到较为丰厚的补贴。
经过成本核算，在确定目前的
现金流入情况能承担得起一定
的投资风险后，我就马不停蹄
地撸起袖子开干了。”刘刚要掰
着手指头，在心里默默细算了
一笔账。

返乡创业
走上规模农业新道路

记者 郭慧鹏

“今年早稻种了多少
公顷？”“53 公顷左右。”
11月6日上午，在全市第
十二期“企业家接待日”
活动现场，邵阳清又清农
业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人刘刚要作为全市农
业产业化带头人，受邀向
市委书记严华报告了近
年来合作社的发展情况，
并得到了书记的及时回
应和高度认可。

乡村正处于现代化
转型的关键阶段，传统农
业生产方式已走向衰颓，
要怎么种田才能有利可
图？刘刚要用自己的实践
证明，在国家政策的扶持
下，建立新型农业合作
社、走规模化生产是有出
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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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旁，刘刚要（中）和一群新农人讨论今年的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