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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塞外大漠，雄奇辽阔。
时近白露，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杭锦后旗，远处的阴
山山脉山势宏伟，南屏河套
平原，北邻荒漠戈壁。

“河套”一词，始于汉
代，它以水草丰美著称，主
要分为后套平原和土默川
平原两块，其中后套平原又
称巴彦淖尔平原。在蒙古
语中，“巴彦淖尔”意为“富
饶的湖泊”，这里被库布齐
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包裹，
但因前有黄河滋润，后有狼
山屏障，形成了东西长约
180公里、南北宽约60公
里的黄灌区，引黄河水灌
溉，其地势平坦，土质肥沃，
降水稀少，农业发达。

7年前，以“艳椒”为代
表的重庆朝天椒，踏上了西
迁的路途，在以巴彦淖尔为
主的内蒙古自治区发展了
6万余亩，改变了当地辣椒
的产业结构，成为当地农业
的重要产业。

“艳椒”是由重庆市农
业科学院选育，重庆科光种
苗有限公司开发的加工辣
椒新品种，是国内高品质朝
天椒的代表，目前“艳椒”
系列品种已达20余个。近
年来，“艳椒”在内蒙古、新
疆、甘肃等地大面积示范推
广，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1000万亩。

金秋时节，正是巴彦淖
尔“艳椒”丰收的季节，9月
3—5日，重庆日报记者跟随
市农科院专家团队来到内蒙
古，寻访“艳椒”的出塞之旅。

“艳椒”西迁的冲锋号，吹响于7年前。是年，
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组建，专家们逐渐达
成了辣椒产业西迁的共识，为这个产业带来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

无辣不欢的“火锅之都”重庆，拥有3.2万家
火锅店，每天有超过10万口锅在沸腾，是加工辣
椒消费大市，但自给率却不足三成，每年都要外
调和采购数十万吨鲜椒。

直接原因是重庆种辣椒的比较效益较低，种
植辣椒要“上山下乡入边疆”（被迫到偏远地区种
植）。

“丘陵山地地形是主因。”国家特色蔬菜产业
技术体系加工用干辣椒岗位科学家、重庆市农科
院加工辣椒创新团队首席黄任中解释。

黄任中从1991年开始从事辣椒品种选育工
作，深知其中症结：“地形导致了重庆辣椒规模化
生产难、机械化率较低、人工成本居高不下，每亩
地从育苗到采收完成，大约需要20个人工，劳动
力成本占辣椒产业投入的60—70%。”他分析道，
以采收为例，由于分次采收，需采收7—9次。与
此同时，9—11月是辣椒收获期，正逢秋雨连绵，
人工干制的成本也随之攀升。

这从重庆辣椒的迁移地图可见端倪——前
些年，巴南、綦江、大足、永川、石柱等地都规模种
植了加工辣椒，但因为效益未达预期，许多地方
的辣椒种植又开始退潮。

重庆加工辣椒的巨大缺口，让包括黄任中在
内的重庆辣椒创新团队意识到，仅在本地发展辣
椒产业，产能远远不够，只有走出重庆，发展“飞
地种植”的模式，才是上策。

1996年，时任原市农科所副所长吕中华，提
出要以大果、高辣、高干制率为主要方向，做加工
辣椒的杂交选育。

随着人口流动加快，食品加工业、餐饮业的
蓬勃发展，市场对加工型辣椒的需求猛增，前景
看好。因此，尽管面临着育种资源稀缺、经费紧
张等重重困难，吕中华还是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实
验室进行品种选育。历经近10年，“艳椒”这张王
牌得以面世。这是国内第一个高辣单生朝天椒
品种，在国内朝天椒育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推广方面，“艳椒”起初的流向是同属西南的
贵州，贵州人喜吃辣，市场不成问题。然而，多山
的贵州，在种植上也面临着和重庆相似的境地，
并非“艳椒”的理想去处。

那西北呢？团队经过研究认为，辣椒传入中
国有西北与西南两条路径，西北路径就是声名远
扬的丝绸之路，辣椒沿着这条通道，从西亚进入
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它在西北的栽植甚至早
于西南地区。

同时，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地雨水少，病虫
害少，昼夜温差大，产量高，生产成本低，是我国
辣椒生产的最适宜生产带，而且内蒙古、新疆干
辣椒产区在育苗、整地盖膜、移栽、农药喷施等方
面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辣椒进入成熟期，水肥一
体化智能灌溉系统阀门一关，所有的辣椒都就进
入“自然烘干”模式，不用担心被雨水浸泡变坏。
辣椒全部晾干后，机械化一次性完成采摘。一台
辣椒采摘机，一天可采收100到120亩地，比500
个人的手工采摘量还要高。

这不正是提高产量、降低生产成本的最佳方
式吗？

重庆种植比较效
益低，“艳椒”西迁内
蒙古1

制 种 在 重
庆、育苗在内蒙
古，销售又回到
云贵川渝黔，往
返数千公里，这
就是“艳椒”的全
国之旅。它体现
了在全国范围内
配置优质资源、
振兴发展种业的
探索，从侧面反
映出全国统一大
市 场 的 建 设 实
践。

采 访 过 程
中 ，记 者 曾 问 ，

“艳椒”的西迁，
是否占用了别人
的资源？因为土
地上也许原本种
着葵花、玉米，这
涉及从种到收的
一揽子企业。

这个问题让
受访专家怔了一
下，他接着回答：

“种什么是市场
的选择，人为干
预能起到的作用
很小。”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有
两个弱项，一个是小农经
济，市场竞争力偏弱，另一
个是区域结构不平衡，地方
特色产业没有发挥出应有
优势，因此才出现了“猪周
期”“蒜你狠”“豆你玩”等市
场波动。

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则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
题。如山东可大力发展蔬
菜产业；陕西、山西、两广林
果业发达，可扩大林果业规
模；而东北、江苏、河南是粮
食种植大省，可加大粮食生
产。这样一来，不同类型的
土地就能发挥出最大的价
值，生产适合生长的作物，
满足可能是近在咫尺、也可
能是远在天涯的市场需求。

近年来，这样的探索并
不鲜见。比如，市农科院利
用海南的气候建立南繁基
地，加速育种过程，缩短育
种年限。又比如，在鲁渝协
作的背景下，来自山东滕州
的马铃薯、莱阳的秋月梨都
在山城“开花结果”。此外，
四川的郫县豆瓣大力推广

“飞地种植”，依靠规模化、
机械化生产，省时省力省人
工……

期待这样的实践越来
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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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椒”在内蒙古的
干椒亩产量达1000斤，
几乎是西南地区的一倍

2017年，黄任中与高振江取得了联系，后
者是国家特色蔬菜产业体系西北片区负责
人、包头综合试验站站长，在西北片区尤其是
内蒙古蔬菜产业发展上有话语权。

内蒙古地形狭长，东西长约2400公里,
南北最大跨度1700多公里，该选哪里作为突
破口呢？

高振江的建议是巴彦淖尔。“这里地处北
纬40度，北有阴山阻挡了来自蒙古高原南下
的冷空气，南有鄂尔多斯高原阻挡了来自印
度洋的湿气，造成了它比周围地区云雨少、温
度高的气候，带来了更多的光照资源，还拥有
1100万亩水浇地，被称为‘塞上粮仓’。”

而“艳椒”的特性也让高振江感到振奋。
“自治区过去也种植辣椒，以通辽为代表的东
部区种红干椒，以巴彦淖尔为代表的西部区
种脱水椒，朝天椒不多。”他说，“‘艳椒’具有
早熟、宜机、丰产、抗病等特点，能带动自治区
老百姓增收致富。”

在高振江的主导下，包头市农科所和巴
彦淖尔农牧局对“艳椒”系列品种进行了引
进、筛选和适应性的试验，其结果令人满意：

“艳椒425”等品种干椒亩产量达1000斤，几
乎是西南地区的一倍。

更重要的是，巴彦淖尔每年的无霜期为
5—10月，“艳椒”的生长周期正好与此吻合，
还可以实现一次性育苗、施肥、打药、机收，大
幅减少了劳动强度，提升了比较效益。

因此，以高振江为代表的专家向当地政
府建议：大力发展朝天椒。政府积极回应，并
连续出台了支持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为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他们还与保险
公司联合推出了金融产品，以每斤一元、每亩
4000斤作为保底，确保老百姓每亩地能有
4000元的收入。

2018年秋天，以重庆市农科院为技术依
托的重庆科光种苗有限公司，派出了该公司
负责西北片区的销售经理李军，前往巴彦淖
尔推广“艳椒”种苗。

他首先与杭锦后旗二道桥镇经销商王换
奇取得了联系。王换奇此前在经销农资、葵
花等，有自己的加工厂，在当地有影响力且头
脑灵光，听到种植“艳椒”的效益和李军的分
析后，决定拿出600亩地试水。在
取得较高收益后，他旋即把
种植面积扩大至1万亩。

在王换奇的带
动下，当地大户杨
永福、范光明也加
入了进来，他们三
人成为了“艳椒”的
代理人。“我们无法
直接接触农户，必
须通过这些‘代理
人’，即有回收辣椒
产 品 实 力 的 经 销
商 ，来 推 广‘ 艳
椒’。”李军解释，这
一方面是抓住了关
键人物，另一方面
也 降 低 了 市 场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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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新技术推出

新品种，让“艳椒”更
适宜在塞外生长3

李军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巴彦淖尔大力发展朝天椒的消息一经传

出，辣椒湘军、黔军、川军蜂拥而至，意欲在这
片新兴的辣椒热土上摧城拔寨。

所以，对于黄任中、李军等人而言，既要高
调宣传“艳椒”的优势，又要随时跟进同行的进
度，不断根据产业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展品种
和技术创新。

“湘研种业的‘湘辣’系列，极早熟，大果、
辣度高；同样来自湖南的‘博辣’系列，是簇生
朝天椒，坐果集中，便于管理和收获；由贵州选
送的‘遵辣’系列，抗性好，适应性强……”在巴
彦淖尔市临河区的辣椒种植基地，李军如数家
珍，“还有的种业企业为了多抢一些订单，还提
出包回购和高收购价。”

市农科院和科光种苗的“撒手锏”则是“艳
椒”本身的品质。同时，“艳椒”作为重庆的火
锅底料原料，不愁卖不掉，而且重庆团队也提
供全程的技术指导服务，并联系经销商与之对
接。

根据巴彦淖尔光照强、降雨少、机械化率
高的特点，辣椒团队专门编写了一套技术流
程，包括植株密度、栽培管理、施药频率等。在
最为关键的品种方面，重庆辣椒团队根据内蒙
古对辣椒的需求，持续推动“艳椒”品种迭代升
级。

在王换奇的推荐下，今年杭锦后旗陕坝镇
中胜村村民王斌第一次种下 500 亩“艳椒
800”。眼下，距离辣椒收获只有十多天时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产鲜椒5000斤，
除去1100元的包地、100元的打药、300多元
的化肥、700多元的种子等费用，还能挣1000
多元。”他打算明年将剩下的300亩地也种上
辣椒。

“接下来，‘艳椒’将在四个方面进行品质
改良：一是宜机化，即成熟期一致、结果更集
中、株型更紧凑；二是早熟，将生长周期尽量控
制在120天内；三是继续提高品质，在少籽、高
香、高油等方面下功夫；四是在耐盐碱上有新
突破。”黄任中踌躇满志。

在巴彦淖尔的事宜处理完毕后，黄任中、
李军等人又登上了前往宁夏中卫的列车，拟在
宁夏开辟新的“艳椒”基地，在那里继续书写

“一代天椒”的塞外故事。

出塞记““艳椒艳椒””

在重庆在重庆，，““艳椒艳椒””成为山区百姓的增收产业成为山区百姓的增收产业。。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内蒙古巴彦淖内蒙古巴彦淖
尔市尔市，，适宜机收的适宜机收的
““艳椒艳椒””成为当地的成为当地的
特色产业特色产业。。

（（市农科院供图市农科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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