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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家岗农场发挥环境优
势，加强水稻种植、果蔬栽培、
食用菌等农产品绿色管理，走
无公害、绿色、有机的现代农
业发展之路。确保种子、土
壤、用水、农药各个环节的质
量安全，着力打造绿色农业发
展高地。

为了加快绿色产业发展，
这个场还实施开发与保护并
重、发展与流通并重，建立产

业化模式，充分利用水资源，
建设2000亩有机水稻基地，并
把田园风光、农耕文化融为一
体，整合各种绿色元素。目
前，农场绿色农业种植总面积
共 6588亩，包括水田 2000亩，
旱田 3303 亩，设施农业面积
1285亩。

水稻科技园区 2000亩绿
色无公害水稻，种植品种为五
优稻 4号，也就是稻花香 2号，

此米属于粳米中的一种。颗
粒呈椭圆状，口感香软糯，营
养极其丰富，特别是钙、镁、铁、
锌、锂、硒等矿物质及维生素
和氨基酸远远高于其他稻
米。每年前来农场选购稻花
香大米的市民络绎不绝。

旱田3303亩包括：马铃薯
800亩，粘玉米 150亩，露地蔬
菜 953亩（其中毛葱、大蒜 450
亩）。露地瓜果 200 亩，青贮

（玉米）1200亩。
闫家岗农场设施农业园

区总共占地 1285亩，其中智
能温室 60000平方米，日光温
室 262 栋，钢筋骨架大棚 239
栋、休闲农庄12栋。农场的设
施农业园区已成为农业休闲
旅游的一个重要部分。1号智
能温室13000平方米种植油豆
角、叶菜、黄瓜等特色蔬菜。2
号智能温室17000平方米种植
油桃、葡萄等特色水果。3号
智能温室10000平方米 ，划分

为草莓之村和乐水之都两部
分，这里的草莓果型美观、口
感甘甜，每平方米效益可达
120余元。1000平方米南方植
物观赏区种植香蕉、黑金刚、
鱼尾葵等 16 种 800 余株南方
植物。4号智能温室 20000平
方米，其中5000平方米极品番
茄，5000 平方米美浓甜瓜，
10000平方米特菜种植区，种
植黄秋葵、芦笋、空心菜、西芹
等品种。成为哈尔滨市民名
副其实的菜篮子、瓜果园。

打造绿色农业发展高地

闫家岗 省城近郊旅游宝地

近日，在哈尔滨市近郊的闫
家岗农场，万米荷花池里荷花娇
艳，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专程
前来驻足欣赏，拍照留念，饱览
这里“花中君子”的风采。2014
年，闫家岗农场顺利通过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企业的评
定。作为国家 4A 级风景区的闫
家岗农场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

位于哈尔滨市西南方向的
闫家岗农场，距哈尔滨太平国
际机场仅4公里。这里上风上
水，美丽的松花江在这里蜿蜒
回转，使农场境内水系丰富，成
为天然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一次长达四年之久
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两万多年
前古人类在这块美丽富饶土地

上活动的面纱。
1982年秋，哈尔滨市文物

管理部门在文物普查中，收到
了一块“不起眼”的小化石，后
经鉴定这块化石是旧石器晚
期人类——“哈尔滨人”头盖
骨化石。这一重大发现，引起
了文物部门对闫家岗一带文
物现象的重视，随即组织了由

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考古
队、省博物馆、哈尔滨市文管
站等单位联合组成“闫家岗发
掘队”，在闫家岗农场进行考
古挖掘。长达四年的田野发
掘共挖探坑 44 个、总面积
1150平方米。共出土文物标
本 3000 余件。其中：人类头
盖骨残片一块、石制品 9 件、

骨器若干、烧骨炭屑多块、脊
椎动物化石 30 余种 3000 多
件。尤其重要的是在两个探
坑中发现了由大量哺乳动物
骨骼垒叠成的半圆形遗迹，后
经文物部门研究和与国外考
古资料对比，确认这种遗迹现
象系古代猎人所为，是古人类
的临时住所和狩猎堡垒。这
一发现，奠定了“闫家岗遗址”
文物与考古历史价值的基础。

由于闫家岗遗址出土了一

块人类头盖骨化石和石器及人
类活动的现象，黑龙江省人类
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一万多年。文物部门确定，当
时的发现，是“迄今为止黑龙江
省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因地处
哈尔滨市，因此命名为“哈尔滨
人”。1990年闫家岗遗址经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省文
管会在闫家岗农场竖立了遗址
保护标志碑。

2万年前哈尔滨古人类遗址

闫家岗农场境内水资源
富集，有太平湖、荷花湖、古运
粮河、八一水库等湖泊河流。
水，成为农场发展旅游的重要
支撑。农场宣传部魏部长介
绍，荷花池全长 10100 米，最
大宽度 40米，总面积 3.8万平
方米，种植的荷花和莲花两个
品种都已争先斗艳，万米荷花
池作为观赏、休闲、体验的旅
游景点已成为农场的一个标
志性景观。农场还专门开放
了采莲和钓鱼场所，游客可以
在采莲和垂钓的同时欣赏别
样的花海。运粮河垂钓场项

目规划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
米。目前，该项目挖土整形、
注水、撒苗已经完成，30多个
钓鱼台已经投入使用。

闫家岗农场利用境内开
采的温泉资源，打造北大荒国
际温泉旅游度假区。目前，这
个农场通过招商引资已经投入
6亿元，先期完成了征地、道路
改造、温泉泡池、地下停车场、
五星级宾馆等主体工程，太平
湖天沐国际温泉度假酒店已进
入收尾阶段。目前，五星级度
假酒店的外立面装修基本完
成，内部装修已经完成80%，电

子大屏幕已经安装完毕，进入
调试阶段；部分办公用房已经
投入使用；温泉浴场外立面完
成，内部装修完成80%，商服楼
外立面完成 90%，木屋庭院已
经进入组装阶段。室外美化、
绿化、亮化已经完成80%，整个
温泉项目预计于 2015年底进
入试运营阶段。

随着农场旅游业的发展，
基础配套设施也正在逐步完
善。去年已完成景区的标识
标牌、导览图、广告牌等设施，
今年为了方便游客，进一步完
善公厕等景区配套设施。

依水而兴发展特色旅游

□文/李诗瑶 关爽 代春雪
摄/姜东旭

近日，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的
原二十二团十三连 16
名返乡知青，时隔四十
多年，他们再次回到当
年插队落户的饶河农
场，回到自己的第二故
乡，访亲友、忆往昔，重
温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在实地感受农场
发展变化的同时，他们
还为农场发展建设建言
献策，贡献自己的绵薄
力量。

图为知青为农场送
锦旗。

唐文龙 霍刚摄

本报讯（郭津辰 刘博森）“通过专家讲解，
我对当前水稻病害成因和防治有了充分了解，
针对水稻中后期管理要点，回去指导种植户合
理晾田科学防病确保水稻健康生长。”创业农
场第八管理区技术员姜云龙对下一步的田间
管理信心十足。

为让全场农业技术人员全面掌握防治病
虫害的技术，科学指导种植户生产，创业农场
专门邀请总局水稻专家在田间地头现场对八

个管理区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这个农场在当
前水稻防治病虫害期间，强化了农业技术人
员的岗位意识、责任意识，要求全场农技人员
对种植户的水稻情况逐一进行调查上报，采
取有效措施做好防病工作，降低水稻防病
率。据了解，创业农场还将针对水稻不同阶
段开展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科技培训，提升技
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为全场水稻稳产高产提
供科技保障。

创业“田间”课堂专家指导防病害

急时能应急
战时能应战

本报讯（汪德海 宋伟祯）“以前我就一
直很认可完达山产品，这次参观让我对完达
山的生产工艺、企业规模和生态有机牧场有
了更直观、更深入的了解，对‘黑沃专属有机
牧场’纯牛奶的品质更有信心了！”近日，广
西经销商陈先生在参观位于哈尔滨市松北
区的完达山松北牧场后发出由衷感叹。这
是这个牧场年初以来迎来的第 16 批“品质考
察团”特殊游客。

一直以来，完达山乳业都高度重视奶源
基地建设，依托“龙江沃土、黄金奶仓，生态
北大荒”稀有、珍贵、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
在牧场设计上以国际一流现代化牧场为蓝
本，包括松北黑沃专属有机牧场在内，已经
在省内多地的优质奶源区域自建现代化标
准牧场 63 个，奶源建设及自有奶源在行业内
处于领先水平。无论在牧场建设、奶牛品
种、奶牛养殖、奶牛繁育、奶牛管理等方面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饲草种植、饲喂、挤
奶、储存、运输的全方位展示中，让每一位来
访者见证完达山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的
牧场管理，见证欧盟品质牛奶的诞生，增进
企业与公众的沟通互动，来赢得更多消费者
信赖和喜爱。

完达山松北牧场作为“黑沃有机专属牧
场”纯牛奶产品提供高品质原料奶基地，其
生产的产品又是完达山旗下的拳头产品，自
全新升级上市以来，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追捧，在全国市场，特别是在东北三省已经
成为消费者首选的纯牛奶品牌之一，“黑沃”
已经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根据权威机构
公布的检测数据显示，这个牧场原奶的体细
胞、微生物等指标均优于欧盟标准，每 100 毫
升的优质乳蛋白高达 3.4 克以上，品质达到
世界一流水平，为打造种植优、牛种优、饲养
优、环境优、管理优、营养优的六优好牧场奠
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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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唐燕）连日来，针对当前高温多雨
季节大田作物病虫害高发期，五九七农场结合
当前水稻孕穗期及大豆结荚期等有利时机，组
织飞机适时对全场水稻、玉米、大豆作物进行
航化作业，确保全场 40万亩农作物防病健身
创高产。

随着近几年来农户对科学种田、飞机航化
防病措施认识提高，航化越来越受到职工的青
睐。航化面积也逐年增加。目前已进入雨季，
水稻已进入孕穗期、大豆结荚、玉米结穗期，为

防止水稻稻瘟病、大豆食心虫、菌核病、玉米螟
等各种病虫害的发生，特别是当前作物长势高
不利于小型喷雾机械作业，五九七农场农业部
门采取提前联系，科学配制各类确保作物防病
健身药剂，积极对各类病虫害进行防治。

据悉，五九七农场抢抓当前作物防病健身
关键时期，组织飞机对全场各类作物进行航化
作业，绘制航化作业地号图及配制防治配方，
防治各类病虫害的发生，为作物丰产丰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五九七 航化作业防病健身促高产

本报讯（邸玉君 秦智）现在水稻正是抽穗
扬花期，在八五三分公司第五管理区水稻高产
示范园区，智能灌溉水层由水位传感器监测水
层深浅度，做到了浅、湿、干，既节省了水源，又
提高了地表温度，为水稻后期生长提供了保障。

八五三分公司拥有水田 60万亩，为使水
资源得到高效持久利用，这个分公司大力推行
水稻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水稻生长自动
灌溉与监测系统”，根据水稻“三化两管”不同

生育阶段对水层要求，利用水位传感器监测水
层高度，由自动控制系统，启动水泵自动灌水，
实现无人智能控制灌溉。尤其是在水稻生长
后期，进行“浅”、“湿”、“干”灌溉，浅水与湿润
反复交替，增加晾田次数和强度。采用此技
术，可使植株基部透光良好，促进活秆成熟，增
加作物粒重，实现肥效、药效最大化。可实现
水稻每亩节水 35％，节省人工费 80元，亩增产
10％。

八五三 水稻智能控制灌溉节本增效

本报讯（赵艳杰 李大勇）
为了拓宽职工增收致富渠道，
达到区域资源综合利用率最
大化，八五七农场第五管理区
结合管理区实际，统筹规划闲
置资源，使房场地巧“生金”。

笔者了解到，第五管理区

的部分地块是撤队并区遗留
的营区复垦地，属于房场地。
由于复垦时深埋垃圾导致表
层面土壤贫瘠，不适宜水旱田
种植。这个管理区因地制宜，
合理利用这部分地块，选取适
合土壤条件、易于管理、收益

良好的“坚果之王”——榛子
作为种植项目，为管理区种植
户增加致富途径，打造了创业
增收的特色“聚宝盆”。同时，
这个农场工会积极对自营经
济户进行榛子苗木培养、移
植、日常管理等科技培训，提

供点对点的技术服务，帮助种
植户摸透新的致富经。

据悉，榛子 3~5年为挂果
期，5~50年为盛产期，是收效
持久的经济作物。这个管理
区共种植了 40 亩榛子，每亩
110株，在盛产期每株可产榛

子 3~5斤，按照每斤 20元的市
场价格，每亩地就可以为种植
户带来 6000 元至 10000 元的
经济效益。时下，正值种植榛
子的第二年，成功挂果的榛子
苗让这里闲置的土地结出了
致富的“金果”。

八五七 利用闲置土地巧“生金”

本报讯（冯大勇 王永平）近日，新华农场
畜牧科对大型养殖场进行了防疫检查，有力地
保障了畜牧业健康发展。

为发展“绿色健康养殖”，新华农场采取高
密度、无缝隙方式，加强疫病宣传、监测、检疫、
免疫联动，助推畜牧产业提档升级，确保畜产
品质量安全。农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养
殖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疫病宣传，让养

殖场和养殖户提升防疫能力，并强化疫病监测
和预警预报，提高禽流感、口蹄疫等疫病控制
能力，确保不蔓延、不感染，同时，认真做好检
疫工作，对不申报检疫的违法行为从严查处，
保证产地检疫、两病检疫、屠宰检疫达标。建
立完善、规范的畜禽免疫档案，严格按照打针、
挂牌、建档“三位一体”要求，进行畜禽严格免
疫，为畜牧业发展保驾护航。

新华“绿色养殖”助推产业升级

本报讯（王飞 林丽娟）连日来，垦丰种业
浓江分公司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良种繁育基
地，对 9600亩种子田进行“健康体检”，将种子
田检测结果记入成长档案，确保为种植户提供
高纯度、高品质的水稻良种。

为确保种子生产全程标准化、规范化、透
明化，这个农场种子管理科和种子公司组成
种子田检验小组，对每一块种子田都认真检
查，检测种子田中是否出现杂株、杂草、病虫

感染等情况，并且对每一块种子田都建立了
健康档案。在种子田田检过程中，农场要求
技术人员精确做好平方米穴数、每穴株数、穗
粒数、株高、病粒数、杂株数等各项检验记录，
为种子田建立详实的生产档案，从生产源头
上把好种子质量关。据了解，这个农场还将
从管理、收获、晾晒、运输、入库等环节，对种
子田进行严格的验收管理，确保明年生产用
种的数量和质量。

浓江 建立种子生长“健康档案”

饶河农场返乡知青建言献策

本报讯（乌春华 陈传方）近日，长水河农
场通过召开座谈会、组织调研、专题研究等方
式，认真梳理影响和阻碍改革发展的制约因
素，提早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把脉开方”。这
成为农场开展“应常态、增信心、强定力、促发
展”主题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确保此次主题活动取得实效，这个农场
立足实际，做到“四个着力”，即：着力当前面临
的困境与挑战，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控
各项费用支出，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加大清欠
工作力度，严格控制债务增长，落实化解债务
措施。强化内部管理，扎实推进财务与合同
管理，建立严格的内部管控体系，提升经济运
行和化解经营风险的能力。着力落实重大发
展战略，抓好富民强企，壮大企业实力。紧紧
围绕总局党委书记王兆力同志的讲话精神，
继续加大种植结构调整，重点发展绿色有机
特色农业。依托粮油加工有限公司进行有机
产品认证，做好有机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明年
将完成 7万亩有机产品基地认证工作。加快
推进牧草产业发展，积极推进苜蓿种植，明
年农场将试种苜蓿草 1000亩。继续加大苗木
基地建设，重点调整苗木品种和类型结构，拓
展绿化苗木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重点发展林下特色种、养殖和山产品采集业
实现增收。扎实推进草原管理，按区域划分
草原地号及面积，以竞价承包经营的方式，进
行有偿使用。深入开发旅游资源，通过开通
旅游专线、扩大餐饮住宿服务、增加导游娱乐
项目等方式，吸引人流，加快物流，拉动经济
增长。着力于农场各项综合配套改革，加快
推进以基本田和规模田为主的“两田制”改革
调研，明年将在全面落实国家惠农政策的前
提下，严格把握基本田分配标准，规模田全部
进入市场发包。采取“大套小”的方式，进一
步完善规模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经营模式，
加快推进农机合作社与种植合作社自由对
接。稳步推进机关和管理区改革，提高工作
人员办事效率。按照“管理可控、费用降低、
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总体思路，对能进入
市场的供热、供水等社会服务领域进行改
革。加快推进柳编公司股份制改造，力争在
2016 年 10 月前上报股转公司，完成挂牌备
案。同时，农场还着力抓好“三严三实”教育，
切实转变作风。从严抓好专题党课和专题研
讨，确保学习教育要实；从严抓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确保查摆问题要实；从严
抓好专项治理，确保作风建设要实。

长水河农场

“四个着力”牵动发展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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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日前，齐齐哈尔管理局
人武部在查哈阳农场组织
民兵应急分队50余人，开展
了为期5天的军事训练和防
汛演练，以提高农场民兵应
急分队队员的综合素质和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更好
地应对各种突发险情，做好
防大汛的准备。

郝占林 李丹强摄

防汛演练防汛演练。。

军事训练军事训练。。

水稻基地。

荷花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