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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林生态农业秸秆回收现场。丁兆勇摄

泉林生态农业生活用纸生产车间。 丁兆勇摄

秸秆变纸巾可擦眼镜

佳木斯泉林生态农业项目将小秸秆做成大产业。
2013年 9月泉林项目开工，占地 279公顷。通过“泉林模

式”复制，玉米、稻草等农作物秸秆在先进技术下摇身变成了
本色浆、本色生活用纸、黄腐酸有机肥等产品。卷纸、抽纸、盘
纸、手帕纸等系列产品生产过程不漂白、不增白，产品白度小
于 65度。

企业副总经理燕玉祥介绍，“我们的产品利用 100%秸秆本
色浆精制而成，生产全程不添加任何漂白化学药品和增白剂，
不含AOX和二 英，无毒无害，不掉屑、不掉粉，可以直接用
来擦眼镜。”说着他拿出一张纸巾放置于水中，在纸巾从水中
拿起还是完整一张，没有丝毫破损。“这个测试劣质纸巾是无
法做到的。”燕玉祥说。

小秸秆变身后入得“厅堂”。泉林产品通过了“中国环境
标志（Ⅱ型）产品”认证、符合美国 FDA检测和欧盟AP食品级
检测机构检测标准，是 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商品。通过了

“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被列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

秸秆变有机肥节本增效

3吨秸秆可以生产 1吨 50%含量的黄腐酸肥料。1吨 50%
含量的黄腐酸肥料，其成本是每吨 4000多元，市场售价为每吨
5500元。秸秆变有机肥这个经济账企业算得明白，效果账农
民看得清楚。

今年台风“狮子山”过境，佳木斯地区迎来持续大风降雨
天气，多个县区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台风过后，桦川县
创业乡铁仁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铁仁惊喜不小，“我
今年 4月选了两池同品种同管理的水稻，做了黄腐酸有机肥对
比试验，结果发现，用了黄腐酸肥的地块作物表现为水稻根系
发达、次生根和毛细根多，茎秆粗壮。”王铁仁还说，连日大风
降雨水稻倒伏较轻，而对比试验中常规施肥的水稻倒伏面积
超过了一半。

由秸秆衍生而成的黄腐酸有机肥开创性地实现了工业化
秸秆还田，将土壤经过上百年才能转化形成的黄腐酸，通过独
有的生产技术工业化快速生产。今年，佳木斯市共建立示范
田 154处，试验示范总面积为 1470亩。黄腐酸有机肥的功效，
完全符合国家“三减”政策，有效提高化肥利用率，短期施用可
减少化肥用量 10%以上、减少农药用量 30%，长期施用可减少
化肥用量 30%-50%，在全国可率先实现化肥农药双减；并能够
有效直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增强作物抗逆性，
真正地做到保护黑土地。

秸秆变饲料玩转循环农业

佳木斯市汤原县借鉴韩国家庭农场发展经验，围绕稻草
打包发酵喂牛、牛粪集中降解还田、种植有机水稻发展模式，
探索实施种养加结合发展农牧循环经济。其中秸秆就是循环
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行走在汤原田间地头，总能看到稻草打包作业的专
业队伍。打包机吃掉秸秆吐出的是重量 350~400公斤秸秆包，
一包秸秆只需 2.5公斤益生菌就可以变成营养饲料。今年，汤

原县计划打包稻草 3.3万包，目前已打包 1.2万包，预计 11月中
旬完成稻草打包作业。

为了发展农牧循环经济，汤原县政府对稻草发酵打包、粪
肥还田等全套农机设备给予 50%补贴，每套农机具最高补贴
50万元；对于稻草养牛产业活体抵押贷款给予年利率 50%的
贴息。

秸秆变能源环保又增收

在佳木斯市桦南县经济开发区黑龙江大峰生物质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就是专门从事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新能源装备
制造的企业。

企业主要有秸秆固化燃料、秸秆有机肥、秸秆基料、生物
质锅炉等产品。项目计划总投资 1.19亿元，拟在各乡镇建设
10个秸秆收储加工基地，秸秆固化燃料产品已于 2014年 10月
份投产，生物质锅炉 2015年 2月投产，秸秆炭基有机肥、秸秆
基料（水稻育秧基质）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底全部投产。

项目达产后，可年产秸秆固化燃料 10万吨，生物质锅炉
6000台，秸秆有机肥 3万吨，秸秆基料 2万吨。实现产值 1.4亿
元，增加就业人数 300 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民增收 3600 万
元。截至今年 10 月已累计收储秸秆 5.85 万吨，生产固化燃
3.678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1572万元，利税 158万元。

今秋，这个公司投入各类作业机械在桦南县境内进行秸
秆收储工作，预计到 11月末可获秸秆 10.5万吨，可生产生物质
固化燃料 5万吨，秸秆炭基有机肥 2万吨，水稻育秧盘 1500万
盘。

佳木斯 百变秸秆催生发展新动能
□王冬 本报记者 刘亿服

秋冬季节，秸秆焚烧已成为东北农村的一种常见行为。
近几年，佳木斯市在秸秆禁烧过程中采取疏堵结合、综合利
用等办法，不仅使农民认同了秸秆焚烧的危害性，更认识到
秸秆可以变废为宝，秸秆价值在新产业中催生发展新动能。

一份来自佳木斯市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与2015年
同期相比，佳木斯市1月~9月PM10 、PM2.5均值浓度分别下
降了12.5%、3.6%。在秸秆禁烧的实践中，佳木斯市没有单靠

“堵截”来完成数据下降，而是努力为秸秆找到了关联性产业
项目，变废为宝。

本报讯（王冬 记者刘亿服）“品牌农
业中国行·佳木斯大米走进大连”活动日
前着陆滨海城市大连。由佳木斯市人民
政府、大连市人民政府、中国优质农产品
开发服务协会共同主办，佳木斯市优质
农产品行业协会、佳木斯市大米协会承
办的这次活动为大连市民“烹”出一道绿
色盛宴。

从活动启幕开始，很多大连市民从
四面八方朝着一个方向集聚，通过展销
会、论坛、新品发布等活动开始了与“佳
木斯味道”有了故事。

来自佳木斯市各县（市）区百余户农
业产业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千余
种优质农产品聚集在这里争奇斗艳。佳
木斯大米是主打“亮点”，“佳木斯大米
好”更是在口口相传中被更多人知晓。

81 岁老人王晨手推车里装满了不
同品牌的大米，对佳木斯大米连连称
赞。他讲“政府推介的一定信得过！”

大连市民没想到，来自东极天府的
绿色、天然、优质的产品带着浓浓的乡
情，还能感受到大农业的品质魅力；参展
企业、合作社经营者没想到，大连市场热
度高涨，很多为 5天活动准备的产品，开
幕当天就所剩无几。

两个“没想到”正是两地政府合作的
最直接成果。

以佳木斯大米为主的优势农产品
“走出去”的创新实践在佳木斯不是新鲜
事。早在几年前，佳木斯市就主动开拓
外埠市场，分别在沈阳、鞍山、本溪等地
以多种形式搭建平台、拓展渠道。

一位企业销售经理这样形容自己的
感受，“政府搭台、协会出力，产品唱‘主
角’，这样的‘组合’让参展者省心更有信
心，消费者放心，这说明佳木斯大米乃至
绿色食品在大连还有更大的市场。”

除了佳木斯大米外，木耳、玉米糁、
山药、紫苏油、煎饼、豆油、粗粮等各地优
势品牌产品也悉数参展，因“农”衍生的
鱼皮画、泉林纸制品、山草药等产品让

“佳木斯品牌”更加丰富多彩。
从产区到销区，佳木斯市的每一步尝试都是农民望而

却步的关键点。对此富锦关东情玉米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
存林深有体会，“我们收玉米比当地价格每公斤高出 4分钱，
农民每公顷就能增收 400元。这次跟着政府走出来，我们的
产品又在大连卖火了，这个好消息我早就告诉乡亲们了。
逆境增收，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可能实现。”杨存林笑眯
了眼。

佳木斯优质农产品行业协会会长孙斌在采访中讲道，这
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产地政府和销区政府对接，通过政府推
荐，两个协会组织企业、合作社“抱团”开辟外埠市场，更有利
于佳木斯大米的品牌形象提升。以后协会还会继续组织，参
与这样的活动，让佳木斯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为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发挥行业协会的引领作用。

商超对接、“订单”洽谈、论坛交流……一系列为打造佳
木斯大米及优质农产品知名度、美誉度的活动轮番上阵，企
业直接与消费者面对面，“抱团销售”的分量落地成“金”。
佳木斯优质农产品直达消费终端。大连市民的真实感受和
消费反应是最佳的宣传，为佳木斯“农字号”插上扬名远飞
的翅膀。

佳木斯市农委主任肖诚难掩喜悦之情。“作为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农产品销售促进企业增效，拉动农
民可持续增收。几年来，为了佳木斯大米走出去我们始终以
服务为落脚点，在由种得好向卖得好中探索新路子。这次以
佳木斯大米为核心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大连，对推介我市农业
品牌，扩大农业交流与合作，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和贸易有积
极作用。相信佳木斯生态大粮仓的知名度会随着佳木斯绿色
食品叫响全国而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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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前进区市民之家
围绕“温馨的市民之家、便民的
服务中心、满意的办事大厅”服
务定位，是集政务、咨询、便民、
活动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
性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中心有
民政、计生、市场监督、安监等
15个部门共开设20个窗口，实
行一站式服务。活动中心有图
书阅览室、戏曲沙龙、国学讲座
等20个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室，
为居民提供了温馨、舒适、周到
的娱乐活动。

图为工作人员在儿童娱乐
天地与孩子们做游戏。

赵营摄

为更好地发展妇女手工编织制作产业，扶持树立技艺精湛的绣娘和手艺娴熟的巧女典型，带动更多的巧女实现增收致
富，佳木斯市妇联支持残疾妇女张凤霞经营一家苏绣坊，张凤霞还利用自身娴熟的手工编织技艺培训一些贫困妇女。

图为巧女们在苏绣坊内认真工作。 赵营摄

本报讯（陈志伟）佳木斯政务中心全职能办税服务大厅设
置 26个全职能办税服务窗口，全力打造了全市国税系统面积
最大、功能最完善、设备最先进的智能化办税“综合体”。纳税
人可通过自助办税终端办理纳税申报、防伪税控报税盘报税、
税控收款机 IC卡报税、发票认证、发票验旧、发票发售、涉税
查询等一切涉税业务。办税服务大厅辐射佳木斯市 4区、5县
（市），可为全市各地域纳税人提供“有区域管理、跨区域办税”
的升级服务，做到“一窗通办”“同城通办”“全市通办”，实现了
市局、区县局、办税服务厅纳税服务工作的三级联动。

让大数据“多跑腿”，让纳税人“少跑路”，有力畅通了便民
办税服务“最后一公里”。 据统计，全职能办税大厅 10月正
式运行以来，已受理近万户纳税人的涉税业务，高效快捷的服
务赢得纳税人高度赞誉。

让大数据“多跑腿”
让纳税人“少跑路”

本报讯（王冬）笔者在佳木斯海事局获悉，同江至俄
下列宁斯阔耶口岸浮箱固冰通道近日铺设完毕，这标志
着同江口岸冬季客、货运输季帷幕即将拉开。

据了解，今年黑龙江、松花江段流冰早、时间长，气
温低、风力大、降雪多，对浮桥搭建造成诸多困难。同江
海事处提前安排部署，在安全监管与服务方面加大力
度。

11月 3日，在哈鱼岛出现流冰两天之后，同江海事处
工作人员到哈鱼岛口岸与相关施工单位沟通，做好施工
前准备工作，确保提前安排、早做部署，对施工单位、作
业人员、机械设备、安全防护工具等方面做出明确要
求。在与相关施工单位初步探讨工作方案后，同江海事
处积极联系上级部门，为施工单位在水工许可、船舶国
籍证书发放等方面提供便利，让企业减少时间、经济、人
力等方面的压力。佳木斯海事局浮箱固冰通道检查组
对浮箱进行安全检查，做到每一节浮箱的每一个舱必
查，消除安全隐患。11 月 28 日，哈鱼岛停止流冰，浮箱
开始搭建，12 月 2 日浮桥搭建完毕。随后同江海事处工
作人员赴哈鱼岛，检查已经搭建部分，对初次安检中发
现的缺陷进行复查，并对施工船舶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提示，与施工人员共同站好最后一班岗。

浮箱固冰通道是中俄两国界江上的第一条浮箱固
冰通道，可以解决大吨位车辆无法通行的难题，对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同江口岸因此实现四
季通关。

同江口岸
浮箱固冰通道铺毕

本报讯（于刚）佳木斯市郊区地税局紧盯存量抓增收，强化
清欠措施，加大拍卖力度，截至目前，对于没有还款计划的企
业，向拍卖机关移交房屋 241套，先后组织拍卖房屋 10套，入库
税款 169万元，预计年底前还将实现拍卖税款 500万元。

该局对“两业”欠税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分类核算，逐户核
实，准确掌握欠税底数。对欠税在 5万元以上的大户建立欠税
分析台账，密切关注其生产经营、资金流动、财务核算及资产状
况，实行定期调查监控。对欠税企业进行再约谈，制定切实可
行的还欠计划。清欠过程中，对于没有还款计划的企业加大税
收保全和强制执行力度，依照法定程序，责令在先，其次担保，
再次是冻结、查封、扣押，最后执行拍卖、变卖，做到一切有理有
据、有凭有证。在拍卖前期做好充分准备，一方面委托专业评

估机构对扣押房产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与拍卖中心积极筹备，
认真研判分析，并通过电视公告、办税服务厅 LED 显示屏公
布、微信平台传播等媒体发布拍卖公告。拍卖过程中，将已采
取税收保全的房地产项目转成强制执行，对已查封房产仍拒不
还欠的房开企业增加税收强制金额，选取优质房源移送拍卖机
构，加快拍卖节奏，合理定价，公开组织拍卖。

拍卖工作在佳木斯市郊区引起了积极反响，以拍卖款抵缴
税款，有效打击了拖欠税款行为，起到以点带面震慑作用，消除
了欠税企业“欠税有理、欠税有利”的错误思想，提高了企业依
法纳税、诚信纳税的意识，也表明了郊区地税局依法治税的信
心和决心。目前，已经有部分欠税房开企业主动补缴欠税，为
今后清欠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佳木斯郊区地税局全力回收欠税

由佳木斯市政府、佳木斯大学、前进区政府、市科技局共
同创建的佳木斯大学科技孵化园区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学
校、科研机构各自优势，在园区内相互配合，形成强大的研究、
开发、生产一体化先进系统，同时促进学校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文化引领、服务社会等职能的进一步发挥。园区积极鼓励
大学生、教职员工、社会人员入园创业，本着资源共享、有偿使
用、隶属双方的原则，整合校内外资源设立农业产品及设备、
电子商务运营与服务、文化教育、高端机械设备制造等特色专
区,形成具有佳木斯地方特色的产业链，为该市的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

图为园区沐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果实
产品。 赵营摄影报道

大学科技孵化园
搭建创业平台

本报讯（吴双）如何树立农业创业理念？农村经济
形式发展与对策是什么？农业创业规划书如何设计及
编写？电商平台如何应用？6 日上午，2016 年佳木斯市
现代农业创业培训班在该市举行。共有来自郊区 11 个
乡镇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 120名
骨干农民参加了培训。

“这次的培训内容对我来说非常实用，不仅能让我
有更新的创业思维，还能学习‘互联网＋农业’，用电商
的角度去思考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来参加培训班的沿
江乡农民王贵友显得非常兴奋。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是佳木斯市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农民创业方针的一项重要举
措，由市农委牵头，佳木斯市旅游职业学校承办。培训
班采取“四三二一”培训方式，即四天理论授课，三天考
察学习，两天研讨发言，一天考试考核。以培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推动农民分工分业和促进农民致富增收为
目标，将重点围绕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
品营销业、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等领域培训创业型农
民。

市农委副主任李应文说：“通过此次创业培训和跟
踪服务，使学员树立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掌握创业
技巧、提高创业能力，促进农民提高经营水平、扩大经营
规模，领办经济合作组织、创办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培
养造就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民企业家，为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建小康提供有力支撑。”

创业培训
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