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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啥还得看市场

在宝清县青原镇兴旺村的水稻智能催芽车间，农户们正
在将稻种浸种装箱。作为该县 9个水稻智能催芽车间之一，
这里可一次性浸种催芽 200吨，能够为 5万亩水田提供优质的
水稻芽种。记者采访时，这个县境内 9个催芽车间均已全面
开展水稻智能催芽工作，全县 13600多栋水稻育秧大棚已全
部完成扣棚，4月 7日后陆续开始进棚育秧。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高成祥介绍，全村共有 5500亩土地，
去年是 3000亩的水田、2500亩旱田，今年全部将旱田改成水
田，旱田几乎没有了。

而在双鸭山全市，今年水稻计划种植 133.7万亩，比上年
增加 14.6 万亩；玉米计划种植 281.8 万亩，比上年减少 84 万
亩。

数字简单，背后的故事却很曲折。集贤县丰乐镇永丰村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永丰村过去只种玉米、大豆。眼看着“种大苞米，锻炼身
体”，已经无利可图，但农民也不知道该种点啥。当村第一书
记孟繁毅提出“旱改水”，村民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没种过，不
会种，不想种，不愿种。

面对村民禁锢的思想，小孟一方面坐到村民家的炕上跟
村民做宣传、谈形势、算经济账，一方面请农业专家进村开展
种植技术科普。

村民于明家原先只有 30亩地，过去一直靠种“无风险”
玉米，可这两年越来越不赚钱了。但说起“旱改水”，起初于明
是一百个不接受。孟繁毅通过先做通于明爱人工作，再一同
做于明工作，并承诺全程帮助支持，如果“旱改水”亏了，他自
掏腰包补贴。

在孟繁毅的劝导下，于明流转了 165亩土地开始种水稻，
有 7亩地是纯绿色无公害水稻，加工出 7000多斤的纯绿色无
公害大米，通过精装推销，以每斤 6元的价格销售一空。种水
稻纯收入 10万多元，于明乐得合不拢嘴。

“去年我在小孟书记的支持帮助下‘旱改水’种水稻，每亩
地净收入五六百元，是以前种玉米收入的 2到 3倍。我院里的
两台新农机是去年秋收后买的，是为今年在多流转点土地、增
加水田种植面积、甩开膀子大干而准备的。”于明说。

种什么、怎么种，在转型的关口，尤其种粮大户们都需要
慎重选择。选对了，将收获增收的喜悦；选错了，将承担亏本
的苦果。

在饶河县山里乡二道岗村，犇鑫谷物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李广明告诉记者，“村里以大田为主，去年种玉米赔了，一斤才
卖四角多点，要不是自己有烘干塔和轮作补贴，那赔得更惨。”

去年秋收后，李广明找专业人员给合作社的大田测土配

方，今年准备大面积种辣椒，目前已与韩国某商社签订了
8000亩辣椒出口订单合同。今年试验种 600亩，预计每亩纯
利润在 2000元以上。除了辣椒外，合作社还将增加大豆、红
小豆的种植面积。

调整结构关键在因地制宜，也有玉米不减反增的。宝清
县朝阳乡东兴村的东丰谷物种植合作社因种植甜糯玉米尝到
了甜头，今年就计划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1万亩（吸纳周边农场
土地）。

“我们东兴村这里温差大，种的甜糯玉米糖度高、口感
好。”合作社理事长李臣卿说，他们的产品在南方特别受欢迎，
今年合作社和哈尔滨卓信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甜糯玉米存
储量要扩大到 1000万棒，产品通过卓信集团远销上海、广州、
深圳等大城市，零售价 5元/棒，预计年纯收入实现 300万元。

“我们订单和销售都不愁，愁的是生产能力跟不上。”李
臣卿说，去年他们种了 3500亩，今年准备扩大到 6000亩。

“对于农产品，关键是要卖个好价钱”，在宝清县尖山子乡
头道林子村第一书记王海军看来，埋头种水稻，抬头看行市。
知道富硒产品价值高，宝清又处在富硒核心地带，他就四下

“世界硒都”恩施考察谈合作，与当地知名企业楚丰农业签订
了《楚丰农业头道林子村战略合作协议》。

目前，头道林子村与楚丰农业共同成立了黑龙江黑土头
稻农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建立了
1000亩富硒水稻基地，带动农民水稻订单 3000亩。达成了每
斤水稻以高于国储三等标准粮价格 5角进行收购，预计今年
头道林子村农民年收入将增加 300万元。

绿色特色是首选

减玉米、强大豆、增水稻，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饲料种植，
双鸭山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把增加绿色特色农产品供给
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双鸭山种植结构调整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豆和经
济作物强势崛起：大豆 149.6万亩，比上年增加 51.3万亩；杂豆
12.6万亩，比上年增加 8.4万亩；鲜食玉米 2.3万亩，比上年增
加 1.7万亩；油料 10.6万亩，比上年增加 1.2万亩；蔬菜 9.9万
亩，比上年增加 1.3万亩；药材 0.5万亩，比上年增加 0.4万亩；
甜菜 1万亩，比上年增加 1万亩；饲草饲料 0.4万亩，比上年增
加 0.3万亩。

在宝清丰收农业有限公司种子部，记者看到与往年相比，
购买玉米种子的农户不是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咨询和购买优
质大豆、优质水稻、杂粮小绿豆、白瓜种子和红小豆等作物的
种子。特别是优质的蛋白豆，整体的销售量比去年增加了
50%以上。

“我们就是要打造万亩绿色富硒高蛋白大豆。”在宝清县

七星河乡兴平村，村党支部书记邰艳兰告诉记者，他们今年是
整村推进种绿色富硒高蛋白大豆，去年种了 3000亩，今年扩
大到 1.5万亩。“种子化肥都订完了，商标也已经注册成功。”

兴平村有耕地 1.9万亩，由于气温偏低，原先种玉米产量
和质量都上不去。去年秋天，邰艳兰跟村民算了算账，大伙儿
也都认可改种优质大豆。除了 1000多亩水稻和 1000多亩小
麦，还有点杂粮，其他全部种绿色富硒高蛋白大豆。

市场里谋出路，提升优势重在调优结构。“去年是无公害
标准，今年我们准备申请绿色食品。”邰艳兰说，由于整村推
进，县里已经同意安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溯源管理。

农户签订单，企业找市场。目前村里已经成立大豆种植
合作社，以比市场高的价格收购村民的大豆。还和山东某企
业签订了销售豆类饮料和豆干类休闲食品的合同，对方出设
备，合作社负责原料和生产。

宝清县美来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则在七星泡镇民主村
的近 3000亩地连片种植高蛋白大豆。为了从播种开始就提
高产量，公司专门花 60万元买来两台大豆播种机。

调整和优化结构，也促进农业向中高端迈进。日前，记者
走进宝清县宝兴原有机果蔬产业园，鲜艳诱人的草莓正当季，
时有前来采摘的客人。“这要赶上周末，都得排大队。”合作社
负责人介绍，旁边的大棚里，樱桃也马上要成熟上市了。

宝兴原有机果蔬产业园是由宝兴原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投资兴建的，现已投资 1950多万元，建成果蔬温室 20栋、
蔬菜冷棚 40栋。这个产业园依托省农科院园艺分院的技术
平台，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温室大棚建设、管理等技术，今年，合
作社计划新建温室大棚 20栋、冷棚 50栋和有机富硒水稻功能
展示基地 150亩。建成后，可年产有机富硒果蔬 10万斤、有机
富硒大米 10万斤。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对永丰村的赵连贵来
说是切切实实的体会。曾因患有小儿麻痹症而被认定为低保
户的他，通过种植、收购、销售北药而脱贫致富。在新建的
500平方米厂房内，堆满了大量收购的村民上山采集的五味
子、穿地龙、菟丝子等中草药材。“我就是要把整个山跑遍，能
种的都种上药材。”赵连贵说，今年计划发展菟丝子灌装、赤药
切片等药材加工项目，通过扩大规模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增收。

第一书记孟繁毅也看到了药材致富的机会。在调整产业
结构，寻找致富门路时，孟繁毅发现了新商机：永丰村土壤肥
沃，适宜种植中草药。可农民没种过，不敢种，不会种，怎么办？

为打消村民顾虑，经镇党委、政府同意，他与太联村第一
书记郭静涛合作，自筹资金 8万元，租地 30亩，搞起了中药材
防风的试种，如果不受灾、市场行情看好，两三年见效后收入
能达到 15万元。看到长势良好的中药材，今年很多农民也向
孟繁毅表达了种防风增收的意愿。

梦想正在春天里悄然“拔节”。

到深圳去、到能赚钱的地方去、到开创幸福生活的地方去。
4月13日，宝山区举行了龙煤集团双鸭山矿业公司转岗职工赴
深圳务工欢送仪式，首批53名外出务工人员从这里启程。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宝山区利用双鸭山与深圳
合作的契机，为双矿分流职工及亲属搭建了一个就业平台，分
别与深圳格林德公司和金鑫达建筑公司达成劳务输出合作项
目。经过全区一周的紧急动员，共组织了辖区 53名双矿转岗
职工及家属自愿前去深圳务工。

为将务工人员安全准时送到目的地，宝山区专门成立了
临时护送外出务工领导小组，为他们买车票、送行李等。同
时，在深圳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服务站，由区领导及街道社区干
部和第一书记轮流参与，专职为宝山籍外出务工的双矿转岗
职工提供各项服务，确保务工人员出得去、干得好、稳得住。

在此次赴深务工中，有个一家三口同赴深打工的家庭格
外引人注目。丈夫邹晓东是原新安矿工伤员工，妻子是社区
协理员、收入较低，孩子在某师范学院毕业后因患病，欠下 10
多万元外债。这次听说政府搭台就业，就主动参与进来。“到
了深圳我要努力工作，照顾好家人，争取过上幸福新生活。”邹
晓东满怀感激地说。

近年来，双鸭山市委市政府一直很关心双矿转岗职工的
工作生活，千方百计创造岗位、创造机会，特别是宝山区还针
对双矿职工创新开展了免费看病就医、“大手拉小手”爱心助
学等一系列的帮扶活动，不仅让转岗职工尽快走上再就业之
路，而且还从实际出发搭建好服务平台。

首批矿区转岗职工
赴深圳务工

□文/摄 杨军 赵宏伟 本报记者 刘晓云

宝清丰收农业有限公司种子部内农户正在咨询。

农民使用新型电动水稻苗床播种机。

本报讯（董力刚）为把好备春耕时节农资产品的质量关，双
鸭山市农委综合执法支队开始对农资市场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
量进行抽查检验，并广泛开展打击假冒农资宣传活动，确保农民
购买到放心的农资。

据介绍，在往年的抽检中，除草剂产品如百草枯、草铵膦、乙
草胺等的合格率较低，因此，这类产品成为重点抽检对象。在三
江农资市场，农业综合执法部门加强了对非法转基因种子的监
管力度。为加大打击非法转基因种子的宣传力度，巡查过程中
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在农资市场显著位置张贴了《致种子企业、经
营业户和农民朋友的一封信》，提醒广大经营业户及农民朋友自
觉抵制转基因品种，并提供了举报电话。

严把农资商品销售质量关

备耕时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岗村刘越锋迎来了他一年
中最忙碌的季节：扣棚、整理场地、培育菜苗、组织春耕……

今年，他和几个村民成立了宝丰蔬菜专业合作社，在自家 9
亩旱田上扣起阳光温室大棚。他告诉记者，以前村里种蔬菜都
是小矮棚，温度低、上市晚，现在的新式大棚可提高室温，促进生
长，使蔬菜的上市时间提前。

为了让村民认识到调整种植结构的好处，东岗村鼓励致富
能手成立专业合作社，并带头发展新式种植，让更多村民看到调
结构带来的效益，从而改变传统种植观念。东岗村共有土地面
积 5500亩，以前以种植玉米为主。今年，在调整种植结构过程
中，减少玉米种植面积 1500亩，增加水田面积 900亩，同时，大力
发展棚室蔬菜种植。

“过去种植玉米只能维持个温饱，根本谈不上增收致富。随
着国家各种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倒逼我们农民走调整产业结
构之路，这观念是不改不行了。”刘越锋说。

谈起今后的打算，刘越锋对扩大种植规模还是很有信心。
但也说出了他的“三盼”。

一盼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多修些灌溉水渠，
到时候我们村的旱改水面积就会逐年扩大。

二盼对农业科技投入不断加大。刘越锋说：“我们在使用良种、
测土配肥、发展养殖等方面都需要指导，希望更多的农业专业技术人
才配备到基层，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三盼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给种粮大户“加把油”。刘越锋说，
虽然国家补贴力度大，但粮食直补直接打到了责任田农户的个
人账户，农户的土地租金又不断抬高，增加了租地成本。加上用
工成本也大幅上涨，压力真是很大。因此，一方面建议能否将粮
食直补款补给种粮的土地流转大户，真正对种粮的土地流转大
户给予扶持；另一方面，建议金融机构能更多一点支持，解决种
粮大户贷款难的问题。

种田能手有三盼
□董力刚 本报记者 刘晓云

瞄准需求端 “精耕”供给侧
备春耕一线看双鸭山农业种植结构新变化

4 月，正是备春耕
大忙时节。

今年是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化之年，也是玉米收购
制度改革的第二年，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政策导向十分明
显。

今 年 的 地 怎 么
种？种什么？如何谋
求高效益？日前，记者
奔赴双鸭山备春耕生
产一线，捕捉广袤田野
的新变化。

□文/摄 杨启坤 本报记者 刘晓云

4月 6日，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首家鱼产品加工企业——
黑龙江赫乡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运营。180平方米的公司展厅
内，鱼毛、鱼肉干、鲤鱼罐头特色鱼排等十多种鱼产品展示在
前来购买的游客面前。

在村里的鱼毛加工厂里，四排村妇女主任黄维玲带着村
里的姐妹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为加工今年第一批开江鱼做
准备。2016年，黄维玲带领 10名妇女，每人 1000元钱集资入
股，成立赫香四排鱼业加工坊，是以制作鱼毛、鱼罐头、秘制酱
豆为主的家庭式作坊。在村民黄举家的院内搭起两口大锅，

用赫哲族传统的技艺将乌苏里江鱼加工出首批鱼毛和鱼罐
头，并一炮打响。今年，她们注册了“额涅尼塔斯恨乌鲁卓”
（赫哲语：妈妈的鱼毛作坊）商标，统一制作标准、统一产品包
装、统一销售价格。

四排村是赫哲族村，其独特的赫哲文化、习俗一直是旅游
亮点。“第一书记”朱大鹏驻村之后，发动村民成立以家庭旅
馆、农家饭庄、赫哲渔船、“嫁令阔”艺术团、赫哲美食、赫哲手
工艺品六部分组成的“民俗旅游开发协会”，带领村民开发旅
游经济。黄维玲抓住机遇，带着姐妹们一起登上了旅游产业
的快车。

图为赫哲族妇女在加工鱼毛罐头。

集贤县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先后引
入农道东北印象等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建设电商服务
网点，实现农产品进城和网货下乡的双向流通机制。农道东
北印象利用互联网优势，实现农资生产销售和农民使用的无
缝对接。 本报记者 刘晓云摄

4月10，集贤县国税局走进县第二小学，税务干部用简单
易懂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解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
理，为小学生讲述了一系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税收知识。

崔嘉航摄

“额涅尼塔斯恨乌鲁卓”

赫哲人再唱新渔歌

赴深打工的转岗职工正准备出发。 |

“互联网+”进村屯

宝清县尖山子乡头道林子村第一书记王海军（左二）在育种现场。

□文/摄 本报记者 刘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