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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这个时候，银行客户经理都忙
得不可开交，每人每天都要处理上百份的
农户授信资料。面对今年化肥等农资价格
上涨、备耕生产资金短缺等情况，讷河市各
大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把服务“送”到
田间地头，补齐农户发展产业融资难的短
板。落实“三农”普惠政策、助力乡村产业
振兴，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吴成军是讷河市学田镇保昌村2屯种
粮大户，去年就申请了讷河市农商银行的
线上办贷款业务，今年他计划扩大经营规
模，耕种土地 20垧，春耕生产资金的短缺
让他又想到了农商银行。了解到吴成军的
情况，农商行工作人员到他家现场开展办
贷服务，又给他及时贷款30万元。

“银行就是咱农民干事创业的顶梁柱，
信贷人员上门为我家办理了信息采集，我
的贷款随用随取、有钱就还，真是太方便
了。”吴成军满脸喜兴地对记者说。

讷河市全域春耕生产总需资金达13.7
亿元，预计合作社及农户可筹措资金10亿
元，农商、农业银行等信贷部门提供农资贷
款近 3.7亿元（涉农贷款总量目前已达 9.5
亿元），加上农民手中余粮变现，备耕生产
资金基本可得到满足。

金融惠农来帮忙

□乔静 黄昀梓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天气回暖，走进讷河市二克浅镇城北
村，往日泥泞的乡间小路变成宽敞的水泥
路，新栽植的景观林整齐划一，过水路面已
被修复，还铺设了桥涵，垃圾分类点也井井
有条。

7年前，城北村是出了名的后进村，“村
两委”班子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村集体负
债 403万元，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各项事业
举步维艰。面对窘境，二克浅镇党委高度重
视，准备选拔一位能挑重担、群众信任的人
担任村支部书记。就这样，孟祥辉进入了公
众的视野。

作为一个有头脑、有闯劲、有本事的实
业家，孟祥辉曾有过在埃塞俄比亚经商的经
历，早已年收入过百万，有条件过着富裕、自
在的生活，从来没有回村里工作的想法。然
而，在“村两委”换届会现场，面对 196名村
民的期望，孟祥辉被6名70多岁老党员中的
一句话感动了：“你不干，你看看我们这些人
谁能挑起这个担子，谁能干这个事？”那一

刻，他下定决心要做件重要的事，就是铆足
劲儿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2015年城北村
党支部进行换届，孟祥辉满票当选。

“村里的事，要由村里人商量决定。”孟
祥辉多次召集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
参加民主议事会，经过认真讨论，达成了成
立合作社运用市场化手段、尝试进行土地流
转的共识，大家把土地经营权入股，集约化
经营土地，合伙干“买卖”。

2015年，村里成立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镇农经站指导下，仅用 3天时间就完
成了注册。孟祥辉早出晚归，遍访农户，问
计于党员、村民代表和致富能人，他们一边
化解信访矛盾，一边通过“四议两公开”的民
主议事会方式筹钱修路、开展造林绿化，安
装了自来水、推进土地流转，一件件实事好
事得到了高效落地。

为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合作社落实了
“五条意见”：一是每亩地按400元(当年的种
粮利润)的最低保护价先付给农户；二是平
时用工，流转农户优先；三是年底合作社分
红，多挣多分，现金兑现；四是农户收入管赢
不管输，万一合作社赔钱了也不赔流转户；

五是土地承包关系不变。
有了保底收益，有了未来预期，党员们

也勇于下去做动员工作了，仅一个月时间，
就有 60 户村民流转 2300 亩地加入到合作
社。一年下来一算账，每亩土地纯利润达
600多元。根据种植经济作物的效益测算，合
作社将每亩地的底金提高到700元。在比较
效益吸引下，2016年又成立了3家合作社和1
个家庭农场，实现了土地整村全部流转。

兴产业，不仅做土地“老板”，还要做企
业主人。2017年，城北村成立讷河市农心蔬
菜专业合作社，流转 6000亩土地进行规模
经营，种植马铃薯和红干椒，每亩纯效益分
别达到 2000元、1500元以上，村集体每年
投资收益 20万元。打造了“出口+内销”的
销售网络，产品远销韩国、日本等地。

在此基础上，村里又先后成立了食用菌
合作社、养殖合作社等 14家合作社，发展特
色产业，形成“特色+规模”的养殖经济发展
新模式。利用城郊村的有利条件，2015年起
先后引进环宇商砼公司、实力肥业公司、东
辰食用菌厂、肉牛养殖场等 17家企业入驻，
其中投资超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2家，实现了
村企合作共赢。

在“公司+合作社+基地”的生产经营机
制下，合作社成为公司和基地的桥梁纽带，
上联公司接订单，下联基地实行订单统一安
排品种种植，产品由龙头企业按合同保护价
收购，统一采购农资、田间管理、品质把控、
订单销售，实现了全产业链条服务，确保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

目前，城北村集体积累 280万元，固定
资产 7000多万元，曾经一个负债的落后“空
壳”村，发展成全市闻名的富裕村。城北村
先后被评为全省发展集体经济示范村、齐齐
哈尔市第三十三届劳动模范大会先进集体
称号，村党总支连续 3年被讷河市委评为先
进党组织，实现了孟祥辉当年“一年初见成
效，两年上新台阶，三年翻身大变样”跻身于
全市171个行政村前列的庄严承诺。

“咱有信心，把城北村建设成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新农村，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面对
未来发展，孟祥辉自信满满。

从空壳村到富裕村的跨越

□兴文博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初春时节，万物萌
动。记者走进讷河市孔
国乡采访。这里阡陌纵
横，一垄垄耕地整体化
一，已完成秋整地的大片
土地即将开始春播。

孔 国 乡 现 有 耕 地
38.4万亩，过去撂荒地随
处可见，田地里杂草丛
生，青壮年几乎常年外出
务工，剩下的多数是老人
和孩子。村里不少土地
长期闲置。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村班子经过深入
调研考察，决定由村集体
出面集中流转撂荒土地，
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
黑龙江讷谟尔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简称“讷谟尔
农业公司”）进行合作，推
动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
促进全乡农民增收。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
财富，只不过受限于一家
一户各自分散耕种模式，
产出的经济效益比较
低。同时，由于人口大量
外流，一些土地撂荒多
年。让‘沉睡’的土地财
富‘动’起来、‘活’起来，
于是就开始了对土地进
行流转实践。”孔国乡长

安村党支部书记刘靖才介绍说。
孔国乡长安村一屯村民洪希学，在村委会

协调下，将 42亩土地全部流转出去，当时就领
回了 24000 多元，让他第一次感到还没出力，
就得到了好收益。谈起土地流转后，家里发
生的变化，洪希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村里
土地讷谟尔农业公司全要，大伙都支持同意
包给公司。公司实行大机械作业种地，规模
经营效益好，咱们也能得到实惠，这也确实符
合老百姓的心意。”

让洪希学如此满意的流转模式，是讷谟尔
农业公司今年推出的集中流转土地政策。据
介绍，通过讷谟尔农业公司的流转模式，目前
孔国乡已有三个屯的耕地进行了流转，一亩
价格 590 元，合同一签三年，流转费一年一
付。农民根据自己需求，按专业推出的“菜
单”选择服务，农民在土地承包现状不变的情
况下，还可外出务工 1 至 2 个月，人均收入增
长 20%左右。从公司来讲，通过统购、统种、统
管、统销等，每亩地增加收益 50元，实现了土
地增效、农民增收、粮食增产的多赢局面。

成立于 2018年 8月的讷谟尔农业公司，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三年来，公司以服务“三
农”为宗旨，以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为目标，逐步发展成集农业种植、农业推
广、土地整理、无人机植保、农机具租赁经营
及粮食收储、销售等服务为一体的新型现代
农业企业。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同时，全力
整合农机资源，实行强强联合，努力创建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新模式，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村屯空壳化、从业老
龄化、生产粗放化以及传统农业升级难的现
状，讷谟尔农业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引领农户转变经营方式，不断探索社会化服
务新模式。采取土地流转、带地入社、合伙经
营等形式，与讷河市 14个乡镇 1个街道办事处
规模流转、合作种植、共同经营土地 75万亩，
其中公司自种面积 22.3万亩、合作经营 52.7万
亩。农业生产社会化遍及 94个行政村，涉及
农业人口 11.6万人，带动贫困人口1678人。

2021年，讷谟尔农业公司先后与黑龙江鸿
展生物股份公司、粮食集团等公司组建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储、销
等 6 个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全环节托管服
务，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并且
运用“保底收益+二次分红”“产业+企业”“市
场+订单”等多种经营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力争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唱响“土地流转
致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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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艺丹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料峭春寒挡不住项目建设的热潮。讷河市各企业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产业项目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着。走进黑龙江华瑞生物医药项目施工现场，一大早，施工
人员就进入工地，焊接、支模等工序都已经开工建设，施工
现场机声轰鸣、焊花飞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施工队伍从大年初七就陆续开工了，采取加班加点、
多点推进的方式施工作业，我们还在施工区搭设了临时暖
棚，这样就有效地克服天冷的不利因素，可以加快施工作业
的进度。”辽宁天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雪峰介绍
说。

作为全省百大重点产业项目之一的华瑞生物医药项
目，一期工程已建设 24个单体，5个单体已完成主体封顶，
F1、F3、KC3三个单体已完成 80%钢结构安装，16个单体已
进行基础部分建设。发酵罐整体组装和吊装分别完成107
台，目前正在进行F1车间钢结构安装工作，力争华瑞医药
百亿项目今年7月前运营投产。

除此之外，讷河市还有13个工业小镇配套项目也在有
序推进中，并与哈工大合作建设国家级环保实验室。其中，
全长10.5公里的华瑞生物项目配套110KV输电线路工程，
共需建设 36个线路塔，目前已完成 28个线路塔塔基建设。
线路建成后，将为工厂的投产运行带来充足电力支持。为
避免大型机械施工耽误农民春耕，拉哈工业小镇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将该线路工程工期定在 4月末前完成主体工程。
目前已有22个线路塔完成塔基建设，进入养生阶段。近日
落地开工的地表水取水建设项目，计划投资0.6亿元，建设
日取水规模 13.2万立方米泵站及输水管线，预计今年 6月
末完工。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拉哈生物技术与化学制药产
业园区工业生产需水及拉哈镇生产生活用水要求。

今年以来，讷河市围绕“十四五”规划蓝图，以项目建设
为支撑，全面加快动能转换步伐，激活推动高质量发展“主
引擎”。为进一步做好抢抓工期的服务工作，拉哈工业小镇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早一天完工、早一天投产”为服务目
标，做好项目“联络员、代办员、服务员”，围绕项目施工推
进、服务、管理等方面工作，积极协调解决施工现场各种问
题，助力项目单体有序复工复产，为讷河经济可持续增长积
蓄动能。

讷河市紧紧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提速、提质、提效。同时，围绕产业基础精准招商，用好用
活以商招商、专业招商等方式，并坚持“链”的原则，突出

“链”的意识，紧紧围绕三大主导产业、围绕鸿展、华瑞等龙
头企业链条延伸谋划全产业链，不断加快建链、补链、强链，
加大项目策划包装和招商推介力度，协调落实前期项目建
设要素保障，增强项目建设后劲。同时，提速讷河市新一
中、新人民医院、火车站二期等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

讷河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将继
续优化服务、主动作为、破解难题，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
提质、提效。同时，围绕主导产业，加大项目策划包装和招
商推介力度，协调落实前期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着力增强项
目建设后劲，确保‘十四五’规划启动年实现‘开门红’。”

项目建设
春潮涌

讷河

提高标准备春耕 多重服务抢农时
□张迪 本报记者 姚建平 朱云峰

春耕在即，讷河市根据当前天气形势，抢前抓早、提早谋划，切实把高标准备耕作为粮
食稳产保供、当好“压舱石”的一场战役来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积极引导广大农民
不误农时，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备春耕生产，到处呈现出春耕生产繁忙景象。

“我们通过统一制作‘农资
菜单’，倡导农户采取网上微
信、电话等方式，与经营业户预
定各类农资，就是想让农民朋
友们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安全
可靠的农资产品。”讷河市农业
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大
队长孟庆典向记者介绍说。今
年，讷河市实施“农资菜单”服
务模式，以村屯为单位，统一集
中采购备耕物资，由经营业户
统一送到村屯或依托合作社、
大户、家庭农场，进行统一代
购、代取、代贮、代管。

讷河市现有经营种子业户
260家，化肥经营业户140家，农
药经营业户 183家。市农业农
村局目前已推送有固定场所、
证照齐全、质量过关、货源正
规、合法经营的门店 300余家。
同时记者了解到，鉴于农户通
过“农资菜单”订购，无法现场
货比三家，由农业农村局和市
场监督局共同负责，加强农资
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查处假冒
伪劣农资产品，为广大农民农
业生产保驾护航。

“咱们把各农资商店手机
号都发给群众，老百姓跟他们
讲价，什么品种咱们都有登记，
村上和农民派代表去统一购
买，这样既给许多农民带来了
方便，也减少了疫情扎堆聚
集。”讷河市二克浅镇前卫村党
支部书记李祥俊说。

政府监督有保障

2021 年讷河市播种总面积预计为
624.13万亩，其中：大豆 260万亩、玉米 270
万亩、水稻 60 万亩、其他粮食作物 26 万
亩、经济作物8万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
播种面积的98%以上。农业部门科学测算
物资需求，确保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供
应充足的情况下，组织村干部走村入户，了
解需求讲解政策。

“村里领导直接来家里问我们都缺啥，
现在化肥也预备足了，稻籽也够了，现在就
等种地了。”讷河市六合镇新安村农民杨树
和底气十足地对记者说。在新安村，村两
委干部正在杨树和家中，耐心细致地为他
讲解种植政策，询问眼下的种植需求，引导
农户科学种田。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老
杨早早就购买了种子、化肥等农资，为新一
年春耕生产做好了充分准备。

不仅是种子、化肥的筹备，全市农业机
械检修工作也有条不紊的早早动起来。

“今年我们在二月末就开始联系机器
零件销售厂家，快递来了一些零件，用于备
春耕修车、检修，四月初我们就开始入地作
业，开始耙地、整地，四月中旬就可以大面
积播种了。”讷河市润通现代农机合作社理
事李海涛向记者介绍说。

目前，讷河市共检修完各类农业机械
76800 台，占应修农业机械 73700 台的
104%，为春耕生产做好全面准备。

检修农具备春耕

大型机械播种，全面提升效率。 张迪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在同义镇水稻种植合作育苗大棚里，合作社
社员抢抓晴好天气开始水稻育秧。

张迪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城北村种植红干椒带动农户务工增加收入。 本报资料片

在华瑞生物项目现场，工人正在焊接发酵罐。
闫艺丹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图说

讷河市通江街道爱民社区依托党建书苑开展活动，党
员及社区居民可以随时学习党史，接受传统教育。党建书
苑里，有党建类图书10大类1万余册，报纸期刊20余种。

王伟东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讷河市尼尔基斯花卉基地开始繁育花卉苗株，为城市
绿化做准备。今年共繁育万寿菊、孔雀草、一串红和矮牵牛
等6种花卉，近20种颜色。

刘凤山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