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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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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0 年，陈业一直在和农民、农田打交道。他曾在华北

和东北从事种植，但对于“盐碱地上种藜麦”这件事，在 2021

年 2 月之前，他没有把握。第一次看到盐碱地，陈业难以想象

怎么能种出庄稼。“往地里灌水，灌完后地上一层灰白色，结

壳后就像水泥地。”

巴楚县农民世代以棉花和玉米为作物，蔬菜花样不多，没

听说过藜麦。最初听介绍说藜麦一年能种两茬，经济价值还高，

大家将信将疑。

这是陈业第一次来新疆，他是上海裕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裕田”）负责人之一。2021 年 1 月，上海裕

田与巴楚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参与到上海对口援疆工作中。

之后一个月时间，经过和上海农业专家共同商讨，上海裕田最

终决定在这片 2000 亩的土地上尝试种植藜麦，很快完成春播，

最终在夏天收获。

和神奇藜麦类似的故事，如今在整个喀什地区能见到不少。

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帮扶与指导下，喀什

的乡村振兴开始有了更多上海基因、上海血液。

神奇藜麦

2021 年 4 月，对陈业来说是异常忙碌的一个月。春播没过

多久的藜麦刚长出翠绿的嫩芽。藜麦地附近鲜有人活动和居住，

自然生态好，各种硕大的野鸡、野兔流窜田间。野鸡身体泛黄，

头部绿色，色彩斑斓，很好看。但就是这种“好看的”动物让

陈业烦恼不已：野鸡和野兔很快发现了这片藜麦，稍有不慎，

它们可以沿着藜麦地，一路吃下去。

陈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4 月的每一个早晨，他和同

事都要到地里驱赶这些野鸡、野兔。2000 亩地太大，他们试过

用稻草人和喇叭。可是这里的野兔除了体格大，似乎也聪明。

喇叭循环播放几天后，野兔们习惯了喇叭的声音，还是只能靠

人工。

4 月过去，陈业又碰上了五六月份的冰雹。好在藜麦足够

神奇，它们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每当极端天气来临前，

花蕾周围的叶子会主动收缩，以此保护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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