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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林 隋吉鹏 王峰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

核 心 提 示
尚志市依托“中国黑木耳之乡”、“尚

志黑木耳”地标品牌、“国家级出品示范
区”和苇河黑木耳批发市场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正大力推进黑木耳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努力把“尚志黑木耳”品牌打造成为中
国知名品牌。2018年，全市食用菌栽培总
量稳定在21亿袋，其中黑木耳18亿袋、菇
类3亿袋，农民纯收入将达25亿元。2020
年，全市食用菌栽培量将达23亿袋。

尚志市委书记杨爱国说，全市食用菌
产业当前正按照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大力
推进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核心，
以提档升级为重点的战略性调整。延伸
产业链，引进先进的食用菌精深加工生产
企业，重点生产各种以食用菌为原料的即
食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提升价值链，
制定尚志黑木耳产品营销战略规划，加大
品牌宣传力度，使之成为全国闻名的尚志
标志产品；严把质量关，面向绿色有机目
标，提质增效，达到菌包生产工厂化、种植
园区化、管理组织化，加快黑木耳产业由
传统的以自然禀赋和产业规模为主体的
比较优势向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为核
心的比较优势提升。

立足资源禀赋
黑木耳产业方兴未艾

尚志市地处张广才岭西麓，森林覆盖
率73%，有利于尚志黑木耳干物质积累和
营养成分的生成，纤维生长密集。尚志是
20世纪80年代全国黑木耳人工栽培较早
的县份和最大的集散地。90年代末期，
尚志黑木耳袋装生产技术全面普及，生产

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尚志市主导产业。
尚志市苇河“木耳批发大市场”已成

为全国著名的木耳集散中心、销售中心、
展览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
心。经营业户巳达560多户，木耳交易量
已达15万吨以上，交易额达到200亿元以
上，商品远销全国各大城市，部分商品销
往北京、上海、西安、滕州、郑州、沈阳、内
蒙等二级黑木耳批发市场。形成了“买全
国、卖世界”的经营模式。被农业部命名
为国家农产品定点批发市场，全省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尚志市先后获得了“中国黑木耳之
乡”、“全国黑木耳主产基地县”和“食用菌
餐饮文化示范市”。2014年，尚志黑木耳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获得批准；2015年，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命名尚志市为
国家级出口黑木耳质量安全示范区；2016
年，尚志黑木耳地理商标获得认证。2016
年，投资 2000万元建成了唯一一家省级

“食用菌检测中心”。

“3255”计划
加快产业提档升级

近年来，尚志市在发展黑木耳产业中
也出现了短板，加工能力亟待加强，产业
链短，尤其是精深加工方面有文章可做。
虽然食用菌种植规模大，但仍以种植为
主，食用菌加工企业较少，品牌效益不高；
品牌营销较弱，价值链提升不足。

为此，尚志市提出了依托地域优势、
政策优势、产业基础优势、技术力量优势、
产品品质优势，以打造全国出名、世界闻
名的品牌为核心，做大做强黑木耳产业。
以打造全国闻名的黑木耳强市为目标，采
取差异化竞争战略，超越以自然禀赋为基
础的比较优势，培养和壮大以技术进步和
管理创新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构建以黑木
耳为核心的食用菌产业群。以生产绿色、

有机食品为重点，全力推进生产方式的转
变和管理方式的提升，夯实发展基础。以
精深加工、品牌创建为重点，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向产业上游延伸。以菌用物
资、菌用设备、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集中展
示和交易为重点，服务产业发展、确立核
心地位、实现横向拓展。以示范推广环保
灭菌设备、搞好废弃菌袋回收利用为重
点，实现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向产业
下游延伸。

尚志市在发展黑木耳产业中，产品升
级，产品壮大方兴未艾。为此，尚志市实
施了“3255”计划，今年将新建3个3000万
袋以上的现代化菌包加工厂；每年市财政
投入 2000万元，扶持建设 5000栋黑木耳
立体栽培大棚，5000 亩红树莓基地。
2016年，又对新建工厂化菌包厂进行了
补贴。通过政策扶持，全市规模化立体栽
培园区已达 15个，标准化菌包厂已发展
到 10家，其中珍珠山乡冲河村引进外资
投资 9000万元，日产 15万袋新建的标准
化菌包厂。在产业化方面，还将引进国内
大型食用菌精深加工企业3家。

高质量发展
叫响“尚志黑木耳”品牌

尚志市不断强化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抓好优质菌种的研发推广和菌包的
标准化生产，针对黑木耳菌种散、乱、杂的
问题，积极引进推广优质品种，促进菌包
工厂化、种植规模化生产进程，重点扶持
标准化菌包厂和30栋以上集中连片的立
体栽培园区发展，在规模化生产上取得新
的进展。

开工建设的食用菌较重大项目有：三
道菌业菌包加工项目，该项目投资 8000
万元，日生产菌包15万袋，该项目引进现
代化生产加工设备，达到全省领先水平。
目前，主体工程已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和

内外装修也已完成，正在试生产阶段。
标准化基地已建设完 100栋立体挂

袋大棚。龙大食用菌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占地 24000平方米的菌包厂一个。黑龙
宫鑫森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
项目，已新建日产菌包 3 万袋菌包厂一
处，100栋黑木耳立体挂袋栽培大棚，申
报了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大力提升产品质量。加强质量标准
和体系建设，研究制定黑木耳质量安全
标准。扩大国家黑木耳质量安全示范
基地覆盖面，力争将现有的 30栋以上立
体栽培示范区全部纳入国家质量安全示
范基地。

以提质增效为重点，推进科技进步。
与辽宁营口雅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合作
研发了环保智能灭菌锅炉，去冬今春试验
示范，将极大提升全市菌包小型联合式家
庭作坊型菌包生产水平。尚志远成菌业
合作社正在编辑《立体挂袋大棚栽培管理
技术》丛书，开发液态菌种移动式接菌模
式，目前主要技术路径已试验成功，正在
进行设备整合和规模化生产。尚志市金
洪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河东乡长胜
村新建 10栋大棚，进行羊肚蘑人工栽培
试验，鑫宝菌业研发成功了元蘑立体挂袋
栽培技术，珍珠山绿色食品公司引进推广
玉木耳新品种，今年示范推广 10 万袋。
乌吉密龙大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研制开发
了槐耳、珊瑚猴头、白耙齿菌等新品种。

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推进废弃菌
袋处理加工。与尚志中鑫热电厂联系，用
废弃菌袋为他们提供生产原料，为解决食
用菌产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新建
废弃菌袋加工处理厂3个，分别是亚布力
镇尚志为民生物质有限公司、亚布力镇尚
志市雪都秸秆有限公司、珍珠山乡尚能生
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已处理废弃菌袋
5000吨，促进全市食用菌产业循环经济
发展。

尚志黑木耳延伸“两链”叫响品牌

尚志市委书记杨爱国（左三）考察黑木耳栽培基地。 尚志三道菌业有限公司菌包加工生产线。刘博深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摄

本报讯（杨洪亮 刘博深 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自哈尔滨市对口支援
西藏自治区仁布县以来，方正县委县
政府投入资金 120万元，在仁布乡白
林村援建了一所标准化幼儿园。

仁布县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日
喀则地区东部，距日喀则市130公里，
人口 3.1万人。位于雅鲁藏布江边的
仁布乡白林村，是一座只有几十户人
家的藏区小村，村里没有一所幼儿园，
全村16名适龄儿童每天要步行往返6
公里崎岖山路去邻村幼儿园。

援藏工作组迟伟东反复调研摸
底，积极沟通协调计划外援藏项目支
持，在方正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下，方正县委县政府投入资金 120万
元，在仁布乡白林村援建一所标准化
幼儿园。幼儿园建筑面积 282.3平方
米，房舍、多功能室、盥洗室、厕所及桌

椅、玩具架(橱)、图书架和取暖防暑等
设备均按高标准规格建设，用以解决
村子适龄孩子学前教育问题，改变了
该村无现代化幼儿园教育的历史。

除此之外，方正县还在教育、卫生
的人才培训中，充分发挥方正云医疗、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的优势，结合方正
县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积极帮助仁布
县做好为期三年的培训工作，为仁布县
人才交流交融提供坚强的内地支持。

哈尔滨市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仁
布县的一年多来，10名援藏队员用心、
用情、用智，创新工作思路，完善援建机
制，在推进11个援藏项目、开工建设9
个的基础上，还协调援藏计划外资金
228万元，帮助藏族群众解决了一批生
产生活实际问题，在白山黑水与雪域
高原之间，搭起两地人民沟通的桥梁，
彰显了“龙藏一家亲”的民族情谊。

方正

援建仁布县
两地一家亲

□姜晓欧 孙守略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

尚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高度重视
扶贫贷款工作，充分发挥金融支持脱贫
攻坚的支撑作用，围绕产业扶贫积极推
进扶贫小额信贷，对符合贷款条件且有
贷款意愿的贫困户投放率达到 100%，有
效解决了贫困户发展资金短缺的难题，
探索出一条精准帮扶贫困户的有效途
径，保证了扶贫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大力推进扶贫贷款发放。目前辖区
内有贫困户 1630户 4419人。到今年 4月
末，尚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共发放小
额扶贫贷款 813 户 3300 万元，户获贷比
49.88%，贷款期限 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
抵押；到今年 4月末，产业扶贫贷款发放
合计3户6笔1150万元。

辖区内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630
户，已对接 1630户，对接率达 100%，信管
系统录入率 100%；对有贷款需求且符合
贷款条件的贫困户，贷款投放率已达到
100%；对具有带动脱贫作用的产业扶贫

主体，符合贷款条件的，按照有效需求贷
款投放率已达到100%。

全市扶贫小额贷款使用模式分别为户
贷户用、户贷企用和户贷社用。其中，户贷
户用671户2602万元，分别占贷款总户数和
贷款总金额的82.53%和78.85%；户贷企用
95户475万元，分别占总户数和总金额的
11.68%和 14.4%；户贷社用 47户 223万元,
分别占总户数和总金额的5.79%和6.75%。

贷款用途主要为发展种植、养殖产
业和入企入社分红。其中，户贷户用发
展养殖业的230户1152万元，分别占贷总
户数和总金额的 28.3%和 34.9%；用于发
展种植业的441户1450万元，分别占贷款
总户数和总金额的 54.2%和 43.9%；户贷
企用和户贷社用分红的 142户 698万元，
分别占总户数和总金额的17.5%和21.2%。

尚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加大推进力
度，成立扶贫小额信贷工作领导小组，强化
责任落实，分组包保贫困村和贫困户，明确
工作任务和进度。同时强化督查调度，实
行逐笔贷款通报、定期会议调度和约谈推
进，切实加快了扶贫小额信贷进展。

今年初，长寿社主任和包村信贷员到
长寿乡永庆村山关屯贫困户蔡启友家中走
访调查发现，蔡启友诚实守信，积极肯干，想
修建牛舍养牛，但因缺少资金未能建好牛
舍。为此，长寿社在1月25日对其发放了
贫困户贷款5万元。1月末，蔡启友将牛舍
建好，在3月7日和14日陆续买回了4头牛，
蔡启友计划到年末将黄牛数量增到6头。

在建立健全扶贫小额信贷制度体系
的基础上，制定贫困户发展产业项目清
单和补助标准，创新家庭经营、带动发
展、入股分红等多种贷款使用模式，带动
起一些有经济实力但资金不足的企业。

在把产业扶贫作为精准帮扶的主渠
道的同时，联社也积极以入股分红的形式
对贫困户进行帮扶，进过外勤下乡核户，贫困
户多为疾病、伤残、丧失劳动能力人员，全年
经济收入不足1000元，多是靠政府年节发放
贫困补助的孤寡老人等。这些人不仅日常
生活无法保证，同时大多疾病缠身，无法正常
工作、生产。对于这样的困难户，长寿信用社
采取入股分红的形式进行精准帮扶，每年将
分红的红利通过银行汇款转账方式，将分红

钱汇入到每一位困难户的手里，长寿信用社
累计投放入股分红模式9笔金额45万元。

下一步，尚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将继续把扶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
民生工程，作为县级主要涉农金融机构，
将增强责任意识，增强行动自觉性，全力
将扶贫工作做好。

加大小额扶贫贷款投放。对新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对接率达到100%，信管系统录
入率100%；对有贷款需求，又符合贷款条
件，贷款投放率达到100%；对具有带动脱贫
作用的产业扶贫主体，符合贷款条件的,按
照有效需求贷款投放率达到100%。

完善风险补偿运行机制。目前已建
立扶贫专项账户，并存保证金 1000 万
元。根据《十项政策》规定，县（市、区）政
府将安排不少于1000万元的扶贫小额信
贷风险补偿金，并按照扶贫小额信贷实
际投放额度10：1的比例对风险补偿金实
行动态足额管理。

明确小额扶贫贷款条件。每户贷款5
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月利
率3.125‰、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偿金。

充分发挥支撑作用 加快小额信贷扶贫
尚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积极探索金融精准脱贫有效途径

延寿县委宣传部思想者志愿服务
队、六团镇东安村党员志愿服务队和巾
帼志愿服务队的50余名志愿者，日前到
东安村开展了“栽花种草、美化环境”活
动，3个多小时志愿者们共栽植百日草、
向日葵等花草 5000余株。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孙继成说，此次栽花种草活动也
拉开了今年全县建设美丽乡村的序幕，
志愿者和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打造宜居家园，让文明新风吹起来。

志愿者在乡村道路旁栽种花草。
刘博深 钱玺勇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摄影报道

延寿
志愿服务美化乡村

本报讯（刘博深 王晓东 记者 白
云峰）为落实哈尔滨市健康扶贫工作的
部署要求，巴彦县卫生计生局日前邀请
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市妇幼保健院、市
结防所的专家来巴彦县开展了“千医万
户连心工程”健康扶贫巡讲活动。

专家们先后到兴隆、龙庙、天增、
德祥等乡镇开展巡讲，共 300余人参
加了健康知识讲座辅导。“千医万户
连心工程”健康扶贫健康知识巡讲，

旨在为贫困人口、驻村工作人员、公
卫人员以及乡村医生，针对预防接
种、心理健康、结核病防治、妇幼保健
知识等进行全面的讲解和指导。通
过健康知识的宣讲，使广大百姓掌握
正确的卫生保健知识，树立正确的健
康观念，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
防病保健意识，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健
康知识水平，把健康福祉惠及到每一
个贫困家庭。

巴彦 开展健康扶贫巡讲

本报讯（王雪菲 姜元一 记者 白
云峰）木兰县公安局工作重心前移，以
群众感受为标准，从群众最期盼的事
做起，大力提升“服务型窗口”的工作
质效。

制定硬性措施，打通支付路径。
非现金支付一直是困扰公安机关窗口
单位难题，木兰县公安局积极协调各
级财政、银行等部门，解决多功能移动
收费终端设备和平台对接问题。目
前，公安局户政、交警、出入境窗口在
原有现金支付的基础上，实现了微信、
支付宝、银联卡等非现金支付。多元
化支付方式使平均收费速度由1分钟

缩减至15秒，极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和
群众满意度。

介入科技创新，提速政务服务。“户
籍迁移一站通”服务平台的应用，有效
缩短了群众办理户籍业务时限，平台运
行3个月来已为1000余名群众办理相
关户籍业务，累计为群众节省办事时间
超过2000小时，节约办事成本10万余
元。同时，木兰县公安局还自主研发了

“防控风险基础信息综合应用平台”，提
高风险防控能力。融入“互联网+”技
术，兼具事前预判防范、事中辅助决策、
事后研判分析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作
战工具，进一步提高了办事质效。

木兰县公安局

提升“服务型窗口”便民质效

巴彦县教育局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快乐合唱 青春飞扬”合唱专场汇报
演出，全县21所学校42支合唱队进行了专场展示。

王晓东 周铁成 本报记者 白云峰摄

人民银行方正县支行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到方正高楞林业局原老城区旧
址、方正大罗勒密鸳鸯峰，开展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人民银行成立70周
年系列活动。 赵岩峰 本报记者 白云峰摄

本报讯（张晓权 记者白云峰）为
切实提高广大市民对非法集资的危害
性和识别能力，5月份以来，人民银行巴
彦县支行组织辖内各金融机构开展了
防范非法融资宣传活动，通过进乡村、
进社区发放宣传单、微信宣传、在电视
台开展防范知识解读等形式，广泛向群
众宣传非法集资的危害，让群众了解非

法集资的特征、表现形式和常用手段。
近年来，巴彦县非法集资案件屡

有发生，非法集资规模大，参与人数
多，随着国家打击非法集资力度的加
大，非法集资行为有从明到暗趋势，集
资方式不断翻新，更加隐蔽，不易甄
别，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
失，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人行巴彦支行

加大力度防范非法集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