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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口，经营设施农业的彭晓丹是个名人。一方面因其
创业经历励志感人，另一方面是她思路活泛敢闯敢干。

2023年，彭晓丹投资1000多万，在大辽河畔老边区路
南镇老爷庙村建起辽宁星浩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
是辽南地区首个规模化智慧羊肚菌种植项目，也是区域内智
慧农业与特色农产品种植深度融合的标杆示范项目，占地60
亩，建有10栋数字大棚、农产品展示区、打包区、农耕文
化展示区、办公室、恒温库等。羊肚菌达产后，反季节亩产
突破1000斤，顺季节亩产2000斤以上，年产值300余万元，
带动就业超百人次。今年，公司与路南镇5个村合作，扩增
60亩，建设19栋温室大棚，预计7月底全部竣工。公司积极
拓展产业链，建设恒温库，与本地品牌“郑友和”联合推出
羊肚菌酱等深加工产品，产品附加值提升3倍以上。同时开
发采摘体验、研学项目，带动种植户增产增收，实现了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双增收。项目全部竣工后，预计公司产值将
超过2000万元，直接带动人力超万人次，村集体收入突破
50万元。

彭晓丹说：“营口位于河海交汇处，有着开放与包容的
传统与文化，这里不仅是丹顶鹤栖息的生态净土，盐碱地的
羊肚菌更成就了北纬40°的舌尖传奇。”

开栏的话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首被
几代人传唱的歌曲在耳畔回响，总有一条河流，会唤醒人们
心底最柔软的乡愁。

对于营口人而言，这条河便是奔腾不息的大辽河。她宛
如一条旖旎的玉带，镶嵌在广袤的土地上，承载着岁月的记
忆，孕育着两岸的生机。今天，《营口日报》“我家就在岸上
住”栏目应运而生，邀您共赴一场与大辽河的深情对话。

大辽河，是生活的滋养者。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河面
上，波光粼粼，渔民们迎着晨曦，撒下希望的渔网；傍晚，
夕阳为河面镀上一层金色，散步的人们沿着河畔悠然前行，
感受着微风的轻抚。两岸的稻浪随风起伏，那是大辽河孕育
的丰收希望；河鲜美味飘香，那是大辽河慷慨的馈赠。这里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浸润着大辽河的灵气，滋养着生
活在大河岸边的一代又一代营口人。

大辽河，是历史画卷中的智者。她见证了营口作为东北
最早开埠城市的繁华盛景。货轮穿梭，汽笛长鸣，岸边的营
口老港曾是无数传奇故事的起点。那些往来的商船，不仅带
来了各地的丰富物产，更让营口与世界紧密相连。河畔的老
街、码头，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昔日的辉
煌，更见证了营口儿女在时代浪潮中的拼搏与奋斗。

我们将以文字为舟，以情感为桨，共同探索大辽河两岸
的人文风情、历史变迁、生态之美；我们将透过一个个平凡
而又生动的故事，勾勒出大辽河两岸人民的生活画卷，展现
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我们也期待您走进这个栏目，分享您与大辽河的故事。
或许是童年时在河畔嬉戏的欢乐时光，或许是见证辽河两岸
变迁的感慨，又或许是在河边邂逅的温暖瞬间……无论大
小，无论悲喜，每一个故事都独一无二，都值得被记录、被
倾听。

让我们携手，在“我家就在岸上住”栏目中，为大辽河
留下奋进感人的篇章，为这座城市珍藏最温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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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香鱼肥醉海天果香鱼肥醉海天

本报记者 仲属宁

炊烟从屋顶升起，油亮亮的大米饭出锅时的醇香让张春荣食欲大开：“营口
大米香飘万里，我们水源镇从清代时就是贡米之乡。”夸着碗中大米的张春荣，
是营口天域稻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大石桥市水源镇水源村村民。

说起大米的历史，张春荣自豪地讲述了一段历史故事。据史料记载，清朝
顺治年间，皇亲贵族跑马占地，顺治拨民，一些山东、河南平民来到东北种植
水稻。水源镇地处大辽河沿岸，水稻种植首先在此获得丰收，并产出了优质大
米，当时叫“渤海米”。康熙年间，“渤海米”被运到北京，传进皇宫，康熙食
后大喜，封“渤海米”为皇家御用，并第二次拨民，派嫡系来此“独家”种
植。后来，“渤海米”改称“贡米”，水源“贡米之乡”的美誉名扬大江南北。

新中国成立后，西长趟子改名为水源村，这块土地上的大米品质也越来越
好，我国出口亚洲的第一批大米就出自水源村。

2012年，张春荣和爱人史崇友共同成立了稻种研发、培育、销售一条龙的
营口天域稻业有限公司。夫妻二人选育的天域稻1号、天域稻2号、稻源香久、
稻源8等9个水稻新品种，先后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现已推
广到辽宁、山东、河北等5省市，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近100万亩。公司从种子源
头推动，由产量数量型向绿色效益型转变，为提高区域性农业高质量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今年，该公司已经完成3000亩水稻稻种插秧工作。在稻种研发大户的带动
下，水源镇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水稻培育大镇。2024年，大石桥市48万亩水田
出产大米产量达6.6亿斤。

这些天，大石桥市高坎镇下土台村党支部书记高锋特别
高兴，村民们养殖的淡水鱼一拨接一拨上市，让这个小村越
来越富裕。

“这些年，我们村养殖大户的经验越来越多，收益也越
来越好，村民曲国庆、董恩会都是淡水鱼养殖大户。”听着
高锋的介绍，看着星罗棋布的鱼塘，记者感叹，百姓的好日
子织就了鱼米之乡锦绣光景。

被冠以“辽南淡水养殖第一镇”美称的高坎镇，地处大
辽河下游东侧，河渠纵横交错，镇内水量充足，水质肥美。
2023年，淡水养殖面积3.1万亩，年产优质鲤鱼3.9万吨，主
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11.1亿元，产值居全市首位。

大石桥市高坎镇副镇长仲维亮说：“高坎镇始终按照良
种、良法、良制、良机综合配套的技术要求，推广适合本地
的各项实用技术，发展集聚主导产业，实行农业经营、订单
营销、财政引导、金融支持、保险保障‘五位一体’的农业
发展新机制。‘高坎活鱼’‘高坎宴鱼’‘双宇’等多个品牌
商标享誉全省，镇内养殖品种达23种。在鲤、鲢、鳙、鲫
四大家鱼养殖基础上，又引进发展大口鲶鱼、黑鱼、草鱼、
中华鲟、美国大口胭脂鱼、桂鱼、鲈鱼、宫城鲫、日本红
鲫、武昌、非洲鲫等名、优、新20几个种类。淡水养殖业
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专业捕鱼、渔业机械制造产业和饲料生
产加工产业的腾飞，也活跃了鱼药销售市场，为全镇5000
余名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致富大平台，大大提高了全镇人均收
入及生活水平。”

蜿蜒的大辽河奔流不停，沿岸的风光不同。在老边区边城镇前石村，贾洪
松夫妇的碱地柿子生产大棚里一派繁盛景象：“现在，碱地柿子销售特别好，每
斤价格能卖到四五块钱，而且市场需求量大。”村党支部书记李洪强看着田埂上
茁壮的秧苗，一脸喜色地介绍道。

老边区边城镇前石村被誉为营口市的“菜园子”，有标准蔬菜大棚200多
栋，占地1000多亩，以叶菜类种植为主，同时种植黄瓜、西红柿、豆角等多种
蔬菜。绿叶菜日产量5000余斤，是营口地区重要的反季叶菜类蔬菜种植基地，
长期为市区提供新鲜蔬菜。

边城镇相关工作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边城镇持续做大做强蔬菜产业的
延链、补链、强链，着力写好富民增收大文章。边城镇还引进了欢乐院子家庭
农场项目，园区总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有特色采摘大棚10栋，创新‘露营+’
模式，集休闲、烧烤、垂钓、采摘等多元素为一体，形成‘四季有果’‘三季有
花’的主题效果。努力打造大辽河岸边最丰盈的‘菜园子’。”

大辽河奔涌向前，诉说着过往，也在续写新的传奇。在大辽河的涛声与光
影里，营口人正用奋斗的脚步，记录更多蓬勃生长的精彩，让大辽河的魅力与
精神，永远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穿越广袤的平原，一路奔向
大海的大辽河全长97公里，其中
营口境内河长68公里，流域面积
1096平方公里，经大石桥市、老
边区，沿营口城区北部至城区西
部永远角，注入渤海辽东湾。一
路走来，慈爱的母亲河为辽河儿
女馈赠无数丰饶物产……

鱼塘处处织就锦绣光景

贡米小村蜕变良种大镇

设施农业迁移大辽河畔 田埂菜畦瓜菜肥嫩鲜亮

辽河岸边的淡水养殖连年丰收。

张春荣培育的稻种俏销市场。

养殖户将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

彭晓丹专注农产品研发。

挑剔环境的羊肚菌落户大辽河岸畔。

边城镇前石村的蔬菜质优价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