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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体系的建立，助推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

收获季后，正是新米加工上市的旺
季，记者来到五常市杜家镇七一村。陈洪
刚是远近闻名的电商红人，见到他时，陈
洪刚正和工人们忙着给各种农产品打包，
家门口摆放着不少打包好的纸箱，纸箱上
贴着物流单据。院内停着几辆小货车，三
四个工人正往车上搬运打包好的大米，准
备发走。

“今天已经下了三四百单，所有单子
的货今天都要发走。”陈洪刚的妻子徐晓
慧边说边在电脑上回复淘宝店铺中的咨
询。电脑里新消息提示的叮咚声一个接
一个，徐晓慧忙得顾不上多说话。

在2019年全国淘宝村评比中，七一村
被评为黑龙江省第一家淘宝村。“全村 546
家农户，电商从业人员已达340人。目前，
村里人开设的各类线上网店有 134家，仅
淘宝店铺就达到 85家，年销售大米 2000
吨。”七一村党支部书记周伟告诉记者。

关宝砚说，今年初，五常市注册电商
企业 44家，网上注册商铺近 9000家，带动
就业 17000多人。电商交易额 48.6亿元，
其中农村网络销售额 8.1亿元，同比增长
35%。

农民触网转型
电商销售火爆

本报讯（王慧先 记者白云峰）坚守匠心，铸造国
米。12月6日，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
京京东集团总部举行了五常鲜米京东超市新品发布会。

发布会上，乔府大院品牌中心总经理王慧先推介
了乔府大院五常鲜米新品。他介绍说，乔府大院五常
鲜米严格选自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种植基地，生态环
境无污染，甄选应季水稻，采用恒温仓储锁鲜，订单式
加工，通过欧盟认证体系现磨现发，充氮保鲜，营养安
全，让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品尝新米滋味。随后，在品
鉴试吃环节，香甜软糯回味悠长的乔府大院五常鲜米
获得全国经销商代表的纷纷点赞。

京东零售集团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消费品事业部
干货食品部总经理王晓军在发布会现场表示，今年 6
月京东超市与乔府大院开展战略合作，划地2万亩，共
建京东超市五常大米产业基地，实现了五常大米产业
带源产地基地直供，整合乔府大院的品质优势与京东
超市的平台优势，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放心的五常
好大米，守护消费者的舌尖安全。乔府大院五常鲜米
正式在京东平台上线，双方将联手策划系列活动，助力

新鲜、营养、味美的五常鲜米端上更多消费者的餐桌。
乔府大院董事长乔文志说，乔府大院五常鲜米的

上市发布，实现了五常大米的优质优价，将原生态、高
品质、更放心的五常鲜米送到亿万消费家庭的餐桌。
为打造国际高端大米，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五常大米多
样化、优质化的要求，乔府大院在五常大米系列产品基
础上，开创了五常鲜米生产标准，并于今年 10月 28日
备案成功，显示出重要的市场价值和战略意义，走在了
稻米产业发展的前沿。乔府大院五常鲜米在京东超市
首发上市亮相，满足了京东超市高端顾客群的消费需
求，让消费者吃上新鲜纯正、生态健康、营养安全的五
常鲜米，实现了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高效协同，助
力五常大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力铸造国米品牌，乔府大院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经过20余年的砥砺发展，现已发展为集“科技育种、基
地种植、稻米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休闲旅游”于
一体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型企业，被评为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国家五常大米生产标准化示
范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中国好粮油示范企

业。五常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万亩核心产区，有
60%在乔府大院，2016-2019连续4年五常大米全国销
量领先。

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收获了赞誉和荣
光。2020年 11月 8日，在第 105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
博览会上，乔府大院五常大米荣获特等金奖，这是五常
大米百年来首次获此殊荣。

乔府大院董事长乔文志表示，未来，乔府大院将继
续践行“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初心使命，继续发
挥领军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在“品种、品质、品位、品
相、品牌”五大领域持续发力，依托自身稻米全产业链
优势，助推五常大米品牌影响力的提升，谱写“中国五
常·世界米都”的美好华章。

乔府大院五常鲜米新品京东超市首发

恒温仓储“锁鲜”更优质安全

□孙健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

近日，尚志市与亚布力林
业局有限公司签署地企共建深
度合作协议，引进“惊哲猪”生
态养殖基地项目，全面推进扶
贫增收和三产融合循环发展。
目前，“惊哲猪”生态养殖基地
项目已分别落地尚志市亚布力
镇、苇河镇、老街基乡。

记者近日来到尚志市，踏
着厚厚的积雪前往了解项目进
展情况。在亚布力镇民主村大
青山屯，6栋灰色棚顶的养殖
大棚在皑皑白雪中分外显眼。
走进宽敞的大棚内，喷淋喂食
等养殖设施已基本建成，棚内
深挖一米形成发酵床。民主村
支部书记徐玉君介绍说，这是
600平方米的标准养殖大棚，
村里共新建养殖大棚 6栋，料
库 1栋，项目总建筑面积 4400
平方米。发酵床由秸秆、稻壳
混合体铺底，再撒入益生菌，益
生菌分解猪粪便、杀虫灭菌，还
能净化空气。

“民主村的生态养殖项目，
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472万元，
通过资产收益分成的方式，可
以带动 100户贫困户。”徐玉君
说。

驱车来到亚雪公路 7.3公
里处，在亚布力惊哲牧业猪菜
同生示范基地记者看到，7栋
光照充足的高大棚舍一字排
开，每间棚舍，都由一条甬道划
分出左右两个功能区：一侧种
菜，一侧养猪。记者走进一座
饲养 200头待出栏猪的棚舍，
棚内闻不到异味，也看不见粪
便，一头头干净漂亮、正待出栏
的肥猪横冲直撞地撒欢儿。正
在喂猪的饲养员告诉记者，温
暖和香气来自猪圈里那巨大的
益生菌发酵床，益生菌发酵床

完成了生态养殖和种植的养分
需求。

示范基地益生菌生产人员
向记者介绍，惊哲生态养殖模
式由于有了益生菌，颠覆了
传统的种养模式。益生菌撒
在由秸秆、稻糠等做成的发
酵床里，负责分解猪粪便、杀
虫灭菌、净化空气的同时，还
维持棚室温度、提供猪生长
期所需各种微量元素菌体蛋
白。发酵床发酵后的秸秆、
稻糠等微生物有机肥，能替
代化肥、农药、除草剂，改良大
田土壤。

亚布力镇党委副书记樊宏
伟说，生态养殖模式通过微生
物益生菌的生物作用，实现了
养殖零排放、秸秆资源肥田化、
产品绿色有机化。生态种养循
环闭环，零污染、零排放，有效
地保障了生态环境，将推动尚
志传统养殖产业向绿色低碳循
环经济转变。

据了解，尚志市的亚布力
镇、苇河镇、老街基乡同步启动
了“惊哲猪”生态养殖项目，其
中亚布力镇国光村惊哲猪猪舍
项目投资 600万元，项目建筑
面积 5400平方米，计划带动贫
困户 150户；老街基乡金山村
惊哲猪猪舍建设项目投资 435
万元，计划带动贫困户 100户；
苇河镇尚志村惊哲猪猪舍项目
投资 600万元，计划带动贫困
户150户。

尚志市委书记杨爱国就生
态养殖项目启动表示，生态养
殖产业项目将打造生态链、产
业链、增收链共融共生的更优
产业生态，并以此为契机，探索
推广三产融合循环发展产业模
式，闯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子，为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巩固和深化脱贫攻坚成果，
树立起新标杆。

尚志

生态养殖打开
循环发展新空间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

广袤的田野被皑皑白雪覆
盖，在巴彦县德祥乡金河村，大
机械正在深翻整地作业，秸秆
被搅碎翻埋地下，泛着油光的
一片片黑土在白雪的映衬下，
格外显眼。

去年深翻整地带来了丰
收，村民刘彦斌特别感慨地
对记者说：“俺们村的地今年
下 这 么 大 的 雨 没 涝 着 ，为
啥 ？ 去 年 翻 得 好 ，才 能 丰
收。”经历过深翻整地的农户
也都认同刘彦斌的说法，目
前，巴彦县越来越多农户认
可秸秆全量还田。

巴彦巨农专业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刘辉说，政府鼓励深翻
整地、秸秆全量还田，深翻作业
通过验收后还给钱。省、市、县
三级政府都给补贴，每亩地能
领 72元。今年合作社已完成
整地 2000多亩，只要土层封冻
不超过5厘米，就不影响作业。

德祥乡副乡长张加君说：
“全乡推行深翻整地、秸秆全量
还田有几年了，刚开始实行那
会儿大家都不愿意接受，嫌费
事。后来粮食产量证明，相邻
的两块地，深翻的就是比不翻
的多打粮，土质不板结了，庄稼
抗旱、抗涝、抗病能力都增强
了。”

今年秋收后，巴彦县农机
总站组织全县农机合作社，抢
抓有利时机推进深翻整地秸秆
还田，在全县范围内发起动员，
做到应翻尽翻，为明年春耕生
产提供有力保证。

据巴彦县农业农村局陈伟
氡介绍，目前全县已完成深翻
整地 16 万亩，翻埋深度 30 厘
米，严格执行秸秆全量还田。
巴彦县作为我省第二批黑土地
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县，在黑土
保护方面已经显现出成效，农
民逐渐认清可持续发展循环农
业的重要性，努力呵护每一寸
黑土。

巴彦 深翻整地秸秆全量还田

本报讯（记者白云峰）近
日，中宣部网站正式公布了第
八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
化建设先进集体名单，木兰县
吉兴乡文化站榜上有名，成为
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乡镇
文化站。

据了解，这是木兰县吉兴
乡文化站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
文化站后，第二次被评为全国
服务基层服务农民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

吉兴乡文化站是木兰县基

层文化建设的老典型，他们紧紧
依靠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依靠省
市县业务部门的大力支持，充分
发挥文化志愿者的积极性，深入
每一个村屯进行演出，让吉兴乡
的农民朋友享受到高雅、时尚、
正能量的文化服务，涌现出 26
个大秧歌队、20多家文化大院，
有 2000多人参加乡村文化活
动，创造出12个省级知名品牌，
每年独立开展各项文化活动60
余场，涌现出火炬、红旗、红丰等
文化工作先进村。

木兰 乡文化站获“国字号”荣誉

本报讯（胡建军 记者韩
波）近年来，通河县祥顺镇持续
探索实践产业扶贫之路，将助
农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通过打造扶贫产业基地带动
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正值隆冬，室外寒风凛
冽，一眼望去银白一片，而祥
顺镇太平山村扶贫产业基地
的阳光蔬菜大棚内，却是绿
意盎然。嫩绿的蔬菜秧苗显
得生机勃勃，吴晓亭作为祥
顺镇庭丰棚室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理事长，太平山村
扶贫产业基地的负责人，这
段时间是最忙碌的，每天早
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围绕
着合作社里的两栋蔬菜大棚
走上几圈，检查一下大棚的
气密性是否完好。

据了解，这两栋蔬菜大棚
不只是合作社的产业，同时也
关系到全村 14户贫困家庭的

经济收入。当冬日里的第一缕
阳光照射到蔬菜大棚上的时
候，吴晓亭就会和上工的村民
们一起开始一天的种植工作。

通过“产业稳”带动“就业
稳”“收入稳”“生活稳”，这是产
业基地精准扶贫模式最大的特
点。祥顺镇充分发挥产业带动
的优势，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
聚焦种植业、养殖业，将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既助推
了贫困群众增收，也推动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激起贫困群众向往新生活、发
挥内生动力的起点。祥顺镇在
扶贫工作中，通过“扶贫先扶
智”，采用兜底扶贫、健康扶贫，
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用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带动贫困
户致富增收。目前祥顺镇在这
项工作中实现了群众受益、产
业发展的双赢局面。

通河 产业扶贫基地带动增收

搭上物流“快车”五
常

电商寄递配送电商寄递配送
实现村级全覆盖实现村级全覆盖

□文/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 摄/本报记者 王志强五 常 市
获 批 全 国 电
子 商 务 进 农
村 综 合 示 范
县以来，从加
强 物 流 体 系
建设破题，坚
持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市
场运作、多元
投入，率先实
现 了 电 商 寄
递 配 送 村 级
全覆盖，助推
电 子 商 务 发
展步入“快车
道”。

近日，记者来到五常市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只见中心二楼宽敞的大厅
内设置了农特产品展示厅、专业直播
间、商务会客区、专业摄影室、培训中
心、孵化中心等功能区，设施齐全而现
代气派。

服务中心总经理刘忠君向记者介
绍说，“我们先打造电商公共服务体
系，服务中心业务涵盖商品文案编辑、
IT技术服务、摄影室、美食直播间、农
产品展示发布区、电商孵化培训班等，
电商孵化创业平台有针对性地为做电
商的大学生、农民、合作社、基层村级
店提供技术支持和营销推广，现已进
行多种形式的电商培训 42期 5100余
人次。”刘忠君说。

记者随后来到邻近的五常市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电商物
流园区，标有“智能云仓”醒目大字的
现代化仓库蔚为壮观，园区里大小配
送车辆进出繁忙，仓库内成堆的快递
商品正被工人们快速打包分拣。

“2018年 7月电商物流园区启动
运营后，作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项目的重点环节，电商物流园区面向
五常市 261 个行政村 100 万农户开
放。”刘忠君介绍说，物流园区立体仓
库 7344平方米，电商收发货速度整体
提升，与京东合作，成为京东云仓产地
仓。现在已有邮政、顺丰快递、申通、
韵达等快递企业入驻园区分拨中心，
日处理快递邮件能力达20余万件，实
现了“快递进村”，当日配送到乡镇，48
小时内到村级服务站点。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在每个村都设立了编号，
只要写上统一的地址加上各村编号，
快递就能送到家门口。

“快递进村”
仅2天到村级服务站

“五常市立足打通制约电商发展的关节
点，以智能云仓、县乡村物流园区、派送中心
为支撑，村级网点运营平台设在五常市 222
个行政村，村级店由农民自主经营，将电商和
传统零售商铺融合。去年，全市村级服务站
发货量已高达22万件，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达
5200万元。”陪同记者采访的五常市商务局
副局长关宝砚介绍说。

刘忠君说，我们重点打造了村级服务站
点网络体系、电商物流配送体系、电商全网营
销三个体系，打通了上线下行的节点，畅通了
物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打造村级服务站点网络体系，五常市已
建成 224个村级服务站，帮助农民销售农特
产品。村级服务站进行快递收发业务后，
5.5kg重量的快递货物全国发货价格由 2018
年以前的 10元/件，下降到在 7元/件左右，
续重价格在 0.70元/斤左右，极大地推动了
农产品上行。去年村级服务站发货 22 万
件，带动农产品销售额 5200万元左右，促进
了农民增收。

为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五常市积极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建立了全市共享的物流和仓储管理系统，为
57家米企、合作社提供仓储、快递、快运、物
流发货等服务，并建立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全网营销体系。

打通上下行节点
畅通“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韩波 王志强）日前，由延寿县大米协会
主办的“延寿大米，香飘鹿城”招商推介会在海南省三亚市
举行，再次凭实力获得当地企业青睐，拿下4000吨订单。

为擦亮延寿大米品牌，新米销售开始，延寿县启动
了延寿大米全国系列招商推介活动。11月4日，延寿大
米深圳销区招商推介会在深圳市蛇口工业区举行，两地
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合同，协议金额达1.26亿元；11月8
日，在兰州销区招商推介会上，延寿米企又与多家西北
地区的农副产品经销企业现场“联姻”签下9000吨大米
购销合约。

在此期间，“延寿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正式启
用，标志着“延寿大米”正式步入大品牌、规范化时代，延
寿县百万亩优质稻田出产的大米因此有了专属“身份
证”，消费者选购优质延寿大米添了一份质量保证。

据了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不同于普通商品商标，
它是以农畜产品特有的自然、历史、文化及商品的特定
属性、质量、信誉、生产规模和其他特征为标志，能够获
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代表该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知

名度和美誉度。
近几年，“延寿大米”品牌价值连年攀升，“延寿大

米”吃着香、叫着响的背后，是延寿县久久为功，做强稻
米产业的缩影。依托稻米产业优势，坚持走“品质稻米、
品牌大米”富民之路，延寿县从“优化品种、提升品质、打
造品牌”三个维度着手，创建了稻米产业产、供、销一体
化全产业链逆推机制和模式。同步实施了延寿大米区
域共享品牌建设“6+1”工程，组建了专门的品牌运营机
构。同时，延寿县聘请袁隆平院士团队给予技术支持，
对地方品种进行多次改良，重点引导推广 5个主打品
种，培育“延寿香稻 1号”新品种，推动水稻品种从“高
产”向“优质”转变。袁隆平院士先后四次为延寿大米题
辞，“生态延寿、品质稻米”是袁隆平院士对延寿稻米的
高度评价。

不断深挖寒地黑土新优势，延寿县持续做大做强稻
米产业，打造绿色食品大厨房。特别是在生产技术上精
益求精，研发出旱育稀植、覆膜插秧、钵育摆栽等多项全
国领先的种植技术。同时，建立延寿大米区域共享品牌

管理体系、标准体系、质量监督管理体系、质量可追溯体
系，实现了从种子到市场终端的“九统一”。目前，延寿
大米系列品牌近百个，有机认证 19个，绿色产品认证
39个。

延寿县长张洪岐表示，延寿县不仅要保持品质，还要
创新销售渠道、树立品牌形象,让更多人知道延寿大米，
让原生态大米走进千家万户。未来，延寿稻米产业将在
稻米精深加工及大米蛋白、全脂稳定米糠、方便食品等多
方面重点发力，为全国的粮食安全贡献应有力量。

记者了解到，目前，延寿县已制定了大米区域共享
品牌战略规划，全面实施“延寿大米2025”发展战略，先
后构建了“一乡一系、一村一品”大米种植产业体系和五
大系列产品结构品系，推出“生态绿野”、“传统十德”、

“红色经典”、“香妃儿”四大系列主题包装。同时规划设
计了一个延寿大米生态观光走廊、两条延寿稻米产业
带，以及两个延寿大米示范基地，即加信镇金三角生态
有机大米示范种植基地、中和镇生态特种大米种植基
地，让“延寿大米”成为哈尔滨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延寿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启用
海南推介签下4000吨订单

工作人员打包发货。

智慧“云仓”储备网销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