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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七台河市绿、特色食品企业蓬勃发
展，“互联网+农业”亮点频现。截至年初，七台河
市已有 30多家龙头企业和 200多家农民合作社
的近 300个地产农产品在各大网络交易平台上
销售，三胜园杂粮、莲淇豆糊、宏泰松果、尚品菽
有机酱油等龙头企业产品借势腾飞，“七台河味
道”正一路飘香，走向更高更远。

来到茄子河区三胜农副产品产销专业合作

社，一箱箱精美包装的有机杂粮产品整装待发，
即将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中。“我们的产品都是
纯绿色有机无公害的杂粮，卖出的每一包产品
都有源可溯，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营养健康，有
机小米一斤能卖到 20元左右，优质红谷更能卖
到 40元一斤，依然供不应求。”合作社理事长黄
胜君自豪地说，“现在我们的三胜园品牌已经远
销 17个省市，并先后进驻了京东、天猫超市、一

号店等知名网络平台，形成了完整的线上线下
销售链条。”

同样尝到互联网甜头的还有乐宝食品有限
公司，“以前，销售渠道不畅通，光有好产品也卖
不出去，后来市里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动动
手指头就和韩国一家企业签订了 4000 吨产品
的协议，创汇 800 万美元。”公司总经理高凤山
清楚地记得互联网带来的实在效益，该公司生
产的豆糊、米饭豆、能量餐、时素活力餐四大类
产品行销全国，被认定为“中国特产知名品
牌”。2016年，销量 3500多吨，实现产值 6000余
万元。今年，公司研发的红豆饮料、高科技红豆
肽等新产品将陆续推向市场，预计产值将达到
1.27亿元。

从种好“粮头”到舞活“食尾”
互联网+助力龙头企业“再提速”

本报讯 （姚琦 杨海燕） 又是一年备春耕时
节，家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宏伟镇建丰村的种植户
张鸿昌一大早就来到宏伟镇农信谷物合作社测土配
方施肥中心，通过这里的智能终端配肥机，配好了
适合自家土地的肥料。张鸿昌说：“今年我选择了
配方肥，一亩地能节约 10元钱。”

为了让村民们合理降低施肥成本，科学种田，宏
伟镇农信谷物合作社率先建立了土壤化验室，收集
了宏伟镇东部所有村屯的土壤数据。村民们只要在
春耕前选好配比项，合作社里的配肥机就可以轻松
地配置出适合自家土地的肥料。

目前，农信谷物合作社已吸纳社员 400多户，种
植面积达 60000亩。今年合作社又准备了数万斤玉
米、大豆种子，计划供应社员 2000吨肥料。合作社
为种植户及社员提供优质高效的种子、化肥，采取分
散种植，秋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模式，让土地发
挥最大效益。

据合作社理事长张道临介绍，合作社通过测土
配方施肥，得到了农民普遍认可，合作社还将扩大测
土配方施肥面积，打造测土配方施肥示范镇，让更多
的农民得到实惠。

测土配肥
助农民增产增收

□常春风 黄晓慧

辣椒、毛葱、大蒜是最普通不过的农产品，
却让七台河市勃利县抢垦乡前程村找到了脱贫
致富的路子，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展“三辣”产
业 ，彻底拔掉了“穷根儿”，建设成了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幸福村。

前程村有 411 户、1483 口人，耕地面积
10330亩。多少年来，这里一直靠种玉米、大
豆、水稻老三样大田作物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不但致富成了奢望，有的人家还越来越穷，村
集体欠外债达 200多万元。如何强村富民，成
为村两委班子急需破解的难题。

村民张文清种植的毛葱、李正发种植的小
辣椒、梅占东种植的大蒜虽然产量不多，却卖
上了好价钱，效益是大田作物的好几倍。于
是，村支书聂喜军带头在村里积极推广种
植，仅几年功夫就形成了规模。可种多了问

题也相继出现了，一下子卖不出去，存储是
个大问题。受天气影响，旱了、涝了减产，
收入不稳定。面对诸多问题，有的村民打起
了退堂鼓，又改回了传统作物。可聂喜军就
认准了小毛葱、大蒜、小辣椒是改变村子落
后面貌的最好出路。可现实的很多问题必须
解决，老百姓才能放心去种。他跑县里、市
里，去省里，寻求多方支持。县水务局协调
扶持资金，为这个村“三辣”种植小区打抗
旱井 38 眼，同时配套了滴灌微喷，不但解决
了因干旱导致作物减产问题，还有效促进了

“三辣”增产增收。
村民经过摸索试验，在每年 7月底收获毛

葱后又种植了一茬白菜，一块地有两茬效益。
“毛葱状元”张文清懂技术会管理，栽种 60亩
毛葱收入 35万元，加上套种大白菜增收的 5万
元，年纯收入达 40多万元。一年收入几十万，
怎能不让人眼热。村民种植毛葱积极性空前高

涨。村里趁热打铁，成立了红火毛葱专业合作
社，统一购买种子、雇佣零工、联系客户销
售，农户没有后顾之忧，抱团发展。

为解决销售问题，在县农业局和县扶贫办
的倾力协调下，争取省扶贫办投资 400余万元
在村里兴建了“三辣”蔬菜批发交易大市场，
为种植户提供交易平台，广西、广东和山东商
贩到产地收购，直接降低运输成本，人均年增
收 2000余元。

为进一步延伸“三辣”价值链，2015年争
取省商务厅和省扶贫办投入 1200万元，为前程
村建设全国领先、省内库容最大的气调保鲜
库，2016年 10月竣工并投入使用，可储存果蔬
2000吨，保持果蔬新鲜状态 6~8个月，错季上
市，获得更多的效益。“有了保鲜库，村民不
但彻底放心了，一年还能为村增加纯收入 200
多万元。”聂喜军掩盖不住喜悦。

前程村原有“三辣”种植面积 3100亩，带

动本村 90%的农户种植“三辣”作物。三辣交
易市场和蔬菜气调保鲜库投入使用后，“三
辣”种植面积发展到 4000亩，带动周边 6个乡
镇 30多个村屯，种植面积 8200亩。仅带动各村
小毛葱套种大白菜一项年增收就达 3360 万
元，培养种植大户 108 名。

“三辣”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前程村
摘掉了穷帽子，偿还了 220 万元旧债，村民
人均年收入实现 1.6 万元。全村 92 户贫困户
246 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土地入
社、劳动力入社、到蔬菜气调保鲜库和蔬菜
交易市场就业等方式增加收入，2016 年人均
纯收入达 1.2 万元，实现了脱贫。“对于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合作社利用收益给予生活
补助，保证他们居有安全住房，医有费用保
障，吃穿不愁，全部解困，在脱贫奔小康的
路上，我们保证一个都不能掉队。”聂喜军
信心满满。

发展“三辣”拔掉“穷根儿”
勃利县抢垦乡前程村精准扶贫纪实

“绿+特”领跑农业转型发展

宏伟镇岚棒山大榛子。 张求是摄

联友葡萄种植合作社的“黑甜甜”葡萄成为农
民致富法宝。 黄晓慧摄

每斤售价在4元~7元的黄秋葵蔬菜深受消费
者的青睐。 黄晓慧摄

一亩万寿菊，千元纯收入。勃利县今年新增4000亩，种植面积达24000亩。 黄晓慧摄

连日来，一场春雪普降龙江大地，为这
里的黑土又铺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外衣。

虽然田地间依然难觅绿色的踪影，但走
进位于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的震东峰生
态园区，这里的温室大棚内却是一番完全不
同的景象——翠绿的蔬菜光彩夺目、鲜红的
草莓娇艳欲滴，前来采摘的市民络绎不绝。

“能在这个季节吃到家乡种的新鲜果蔬，这
在之前可是不敢想的事儿。”带着满满的

“战利品”，前来采摘的市民徐女士高兴地对
记者说道。

近年来，在七台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推
进下，“绿色”、“特色”、“调结构”成为七
台河市农业发展中的“高频词汇”。尽管七
台河市是一个耕地面积只有271万亩的农业
小城，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座城市深入开展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与信心。蓝靛
果、红小豆、黑木耳、大榛子、小杂粮、高
钙菜等特色农产品蓬勃发展，大批独具特色
的绿色食品产业与新型农村合作社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一幅农业转型发展的华美画卷正
在这片土地上舒展而开。

□赵志忠 姚琦 秦雷
本报记者 文天心

从过去年代的半截木头
半截铁、牛拉人扛、靠天吃
饭，到今天的机械化大生
产、优选品种、科学种田，
农业科技在这个过程中功不
可没。近年来，七台河市找
到了“科技”这把破解农业
发展瓶颈的“金钥匙”，在现
代科技的支撑下，全市绿色
食品种植面积已达到 90 万
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三分
之一，“三品一标”认证数量
达到 298个。

“这高钙菜可是个稀罕东
西，价格高，还好卖。种了
一辈子的苞米，没想到咱也
能借着这科技的东风，做一
回新时代的农民。”说起高钙
菜，新兴区的农民徐士才打
开了话匣子，“这高钙菜每年
能收三茬，2015 年俺试种了
30 亩，当年就纯收入近 5 万
元，去年又增了 15 亩，可比
种苞米强太多了。”

2015 年，七台河市新兴区长兴蔬菜专业合
作社率先从山东引进试种了高钙菜 500亩，并与
中国农业大学合作，研发出更适合东北地区的高
钙菜产品。目前，高钙菜产业已逐渐发展辐射到
周边区县，全市共有高钙菜种植基地 5个，种植
专业户 120多户，合作种植面积达到 5000亩，并
建成了高钙富硒水稻、高钙鱼实验基地。经过中
国农业大学的测定，高钙水稻的含钙量达到了
187.29 毫克/百克，是普通大米含钙量的 20 倍；
而每百克高钙菜的钙含量高达 331毫克，是牛奶
的 3倍。作为纯天然补钙保健食品，深受人们喜
爱。今年，七台河市计划发展高钙水稻 5000亩，
进一步推动高钙系列产品的集聚发展。

走进七台河市铁山林场，成片的樟子松树嫁
接上了绿意盎然的红松新穗，“这些樟子松嫁接
上红松，3年后就可以结松塔，10年后就能达到
盛产期，而正常红松结果则需要 20年时间。”林
场技术人员介绍说。

近年来，七台河市积极探索依托林业科技引
领，找到了一条改善生态和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由省林业厅和省财政厅推进的红松坚果良种采穗
圃营建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于 2013年落户七台
河市铁山林场，经过 4年的发展，建成良种采穗
圃示范基地面积 2400亩，年繁育苗木 300万株。
每年不仅可提供价值 50 万元的优质接穗 10 万
穗，可解决省内红松分布区营建果林对种穗的需
求，更能够使坚果林的培育周期缩短 5~10 年，
增产 2~4 倍，每 15 亩最高产量可达 300~500 公
斤，实现林业经济增产增收。

来到七台河市农信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如
何实现低污染、低残留、低药害的“三减”农业，成
为社员春耕前的热点话题。“长期以来，由于化肥
的不合理使用，造成土壤板结等一系列问题，为
此，合作社投资 100多万元建立了标准化的土壤
检测实验室，能够基于每片地的不同数据，量身定
制最合适的肥料。”合作社成员宋乘盛说，“一年下
来，社里玉米增产 10%，水稻增产 18%，黄豆增产
15%，施肥花费反倒少了 10%，现在，附近的农场、
合作社都来我们这‘学习取经’呢。”

“科技是现代农业产业的有力支撑。”茄子河
区宏伟镇农业服务中心研究员于洪利欣慰地说：

“近年来良种良法、配方施肥、土壤改良、节水
循环等技术与方法已经逐渐走进了七台河市的田
间地头，农业发展方式正加速向科技型、集约型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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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原 来 提 起 种 地 就 是 玉
米、大豆、水稻的“老三样”，到
现在基本实现“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的产业布局，数年间，
七台河市成功完成了农业生产
由 单 一 到 多 元 的 华 丽 转 型 。
2017 年 ，全 市 调 减 玉 米 20 万
亩，向杂粮杂豆和蔬菜、特色农
产品等经济作物进行倾斜，进
一步增加了适销对路的农产品
生产面积。蓝靛果、万寿菊、

“黑甜甜”葡萄、红松果、杂粮杂
豆及特色山野菜等产品齐头并
进，成功擎起了七台河市农业
转型发展的新动能。

提起七台河市的“特产”，
除了“乌金”煤炭和优秀的短道
速滑冠军，另一个广为人知的
就是这小小的蓝色浆果——蓝
靛果。作为蓝靛果的特产地，
勃利县蕴藏着 3000 吨的野生蓝
靛果，占全国野生蓝靛果产量
的 60%。近年来，七台河市大
力发展蓝靛果产业，成功获得
了“勃利蓝靛果”农产品地理标
志，划定了保护区 5000 公顷。
目前，勃利县蓝靛果种植面积
近 15000 亩，盛果期的年采摘量
可达 1000 吨左右，相关配套产
业同步发展，已形成饮料、果酒
加工，果干、果酱加工和保健品加工的成熟产
业链条，相关产品远销海外。

每逢收获季，好友三五相约去勃利县联友
葡萄专业合作社采摘“黑甜甜”葡萄，成为了七
台河市民的一种时尚。这种葡萄品质好、无
污染、果味浓，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合作社负责人——有着“葡萄大王”之称的
柴连友经过优选培植，培育出早熟无核黑甜甜
葡萄新品种，更是创造出了大棚亩产葡萄 3000
公斤的全省最高水平，亩效益达 4 万元以上。
现在，“黑甜甜”已扩散到全市，引领村民走出
了一条甜蜜的致富路。

吃惯了大鱼大肉和常见的蔬菜，乡土味十
足的山野菜再次成为百姓餐桌上的新宠，然而
偏少的供应量和较短的供应季节成为“山菜经
济”发展的短板。为此，七台河市创新思维，开
展了山野菜基地化仿野生及驯化栽培，率先在
金沙新区开展了 25 亩示范基地，对蒌蒿、龙须
菜、苣荬菜等 10 多种山野菜进行培育种植，并
在茄子河区铁山乡试种 1500 亩刺嫩芽和老山
芹。待驯化成功后，“山菜经济”将成为又一股
助推七台河市农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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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种田，大家各种各的，也不懂技术，遇
上点自然灾害和价格变动，可能辛苦忙乎一年
还赔钱。”在七台河市铁山水稻专业合作社，65
岁的老农王恒志眯着笑眼，看着大棚里的葱茏
绿意说，“俺带着 20多亩地入了合作社，当了‘甩
手掌柜’，种地的事俺啥也不管，农忙时还能给
社里打工赚钱，舒心得很！”

放眼七台河市，众多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从阡陌间崛起，有力增
强了农村发展活力，发挥出“1+1>2”的放大效
应。2016年，全市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农
民合作社 855家，入社社员达 3万人，带动农户 5
万多户，约占全市农村户数的 50%。达到星级的
合作社有 99家，其中四星级合作社 16家，登记

备案的家庭农场 175个。
位于茄子河区的铁山水稻专业合作社，就

是合作经营走上高速发展的鲜活例子。“200多
户农户加入，集合了村里 3600多亩土地，并和收
粮企业签了订单，从种到收再到卖，农户不用操
心，秋后坐在家里数钞票。”合作社负责人邓云
平向记者介绍说，“参加水稻合作社的村民，平
均每 15亩地能分红近万元，同时，腾出手的村民
们通过开店、打工，收入还能再翻番。”为进一步
发展，合作社还创办了震东峰生态园区，拥有温
室 32栋、冷棚 58栋的生态园区满满地种植了各
类有机蔬菜和美国大樱桃、葡萄、草莓等优质水
果，不仅让本地市民 365天都能吃到新鲜果蔬，
还能销往周边市县创收。去年 9月份栽种的两棚

草莓，借着春节卖出了 50元一斤的好价，大樱桃
成熟后更是能卖到每斤上百元。“下一步我们要
继续把生态园做大做强，着力发展旅游观光和
采摘餐饮，带着全村人一起奔小康。”邓云平说。

在宏伟镇的岚棒山村，由于种植结构单一、
土地贫瘠而分散，贫困的帽子一直扣在村民的
头上。近年来，在村支书李开利的带领下，岚棒
山村盯上了平欧大榛子，破解了山坡地不宜耕
种的难题。2013年，岚棒山村大果榛子专业合作
社成立，经过几年发展，目前已有 80多户农户入
社，栽种大榛子近 1100亩。李开利介绍说，“通过
引进平欧大榛子，可以充分利用山坡地，进了盛
果期，一亩地榛果收入能达到 5000多元，种苗收
入3万元左右，不仅能带着大家脱贫，更能实现致
富。”为了合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合作社还创新
在榛子树中间套种防风、玉竹、白藓皮等中药材，
又能给农户带来额外的收益。据了解，今年宏伟
镇平欧榛子栽种面积将达到 5000亩，到 2020年
在茄子河区坡耕地推广大果榛子达到10万亩，实
现七台河市又一优势作物的培育。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
专业合作托起单位效益“最高点”

青山乡奋斗村草莓采摘园4月中旬即可开
放迎客。 黄晓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