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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五常
市将稻米产业作为
发展现代农业的重
中之重，实现农民
增收、企业增效、财
政增税、消费增信、
品牌增值“五增”目
标逐步显现，五常大
米品牌影响力在国
内外进一步彰显。

五常市提出，要
打造“中国稻乡·生
态五常”品牌，聚焦

“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提升大米加
工质量和标准，推进
五常大米米糠油、大
米酒、速食米饭、米
饼等项目，对鸭稻、
有机稻等高端大米
实行剂量包装、恒温
恒湿储存、会员月供

的模式，开发粥米、胚芽米、富
硒米等功能大米。同时，构建

“公共服务中心+战略合作伙
伴”现代经营模式，推动小农
户、小合作社、小企业与大市
场的无缝衔接，进而推动“五
增”目标实现持续增长。

围绕“发挥五常大米品牌
优势，主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全力打造世界最具竞争力
的稻米产业”，五常市将充分
发挥五常稻米产业行业标杆
作用，引领龙江乃至全国稻米
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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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

2021年，五常市推进市重点产业项
目 12个，总投资 19.8亿元，截至目前，已
有10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建设，完成投资
2.6亿元；大力招商引资，截至目前，五常
市已签约招商项目 18个，总投资 84.07
亿元，产业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设不断
提速，推动经济发展规模更大、结构更
优、质量更高。

开启新征程，五常市推动重点产业
转型发展。围绕绿色食品、生物制药、现
代装备制造、生态文旅等主导产业，立足
拉长、拉宽、拉高产业链，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壮大产业整体实力。五常稻米产
业链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列为省百大项
目。

年初以来，五常市主要领导及相关
部门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项目进展情
况，频繁深入项目企业调研走访，对项目
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重点、难点问题，
现场进行研究解决，为项目的落户、投
产、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聚焦招大引强，五常市抢抓政策窗
口，瞄准国家、省、哈尔滨市投资导向和
产业政策导向，精准对接、靶向攻坚，谋
划实施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

建立“四季抓招商+全年抓项目”招
商引资机制，落实“领导+项目”“专班+
园区”工作机制，五常市创建项目全流程
最优服务，抓实项目开工率、投资率、达
产达效率，保证项目招来即落、尽快见
效。目前，温州润丰机械有限公司投资
1.5亿元食品药品包装项目、黑龙江省秸
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76亿元
秸秆纤维素提取项目、山西浩鑫钢构新
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1.5亿元装备式集成
房屋项目、葫芦岛市鑫民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投资 2亿元稻米油项目、大连毕长
国个人投资 1.5亿元糯米粉项目等已签
约落地。

五常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多年
位居全省第一，今年一季度，县域经
济综合排名持续位列全省第一；近日
发布的我国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

评价结果显示，“五常大米”品牌价值再刷
新高，达到703.27亿元，位列全国农产品
排行榜第一，连续五年蝉联地标产品大米
类全国第一……开局“十四五”，五常市贯
彻新发展理念，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充分
释放优势潜力，在实施稻米产业提升工
程、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新突破。

五常市委书记尹承云说，五常市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高度重视五常大米品
牌建设与保护以及价值提升工作，坚持把
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抓
招商、上项目、增后劲，推动经济发展提质
提效，奋力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中体现五常特色、展现五常作
为、作出五常贡献。

“五常大米”品牌价值703.27亿元，位列全国农产品排行榜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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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足“五好”大米优势 实施“五品提升”工程

稻乡五常 打造最具竞争力稻米产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

五常，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仲夏时节，稻田阡陌相连，绿意盎然。连续五年蝉联地标产品大米类全国第一，五常大米以703.27亿
元的品牌价值，成为中国高端大米的代名词。

五常市自然生态环境优良，绿色植被覆盖率高，稻作区无工业污染，大气环境达到了国家A级标准。近年来，五常市充分释放自然
环境优势与自主培育的五优稻四号优良品种优势，从提升“品种、品质、品位、品相、品牌”等五个方面重点发力，实施五常大米产业提升
工程，全力打造最具竞争力的稻米产业，推动五常大米品牌享誉国际国内市场。

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五常大
米“五好”的天然
优势，成就了五常
大米的品牌优势，
品牌价值不断攀
升，由 639.55亿元
上升至 703.27 亿
元。

环境好。据
了解，五常自然生
态环境优良，绿色
植被覆盖率高达
70%，境内 7512 平
方公里内无工业
污染，设在境内龙
凤山乡的联合国
大气本底监测站
提供的数据证明，
五常市大气环境
达到国家制定的
生产绿色有机食

品的标准。1993年，五常市
开始发展绿色食品，2004年
绿色食品水稻监控面积已达
百分之百，其中绿色认证面
积达 160万亩，有机水稻认
证面积达80万亩。

水质好。五常市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境内有拉林河、
牤牛河、溪浪河、阿什河四条
主要河流，小河溪 325条，河
流总长 2240公里，主要灌区
水源均由千万条原始植被覆
盖的高山湿地、溪流和山泉
汇聚而成，所有水源地没有
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磨盘
山、龙凤山两大水库，水质达
到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灌
溉着万亩沃野良田。

土壤好。五常市地处北
纬 45度，是公认的世界三大
黑土带之一，土壤异常肥沃，
土壤中矿物质、腐殖质和有
机质极为丰富，植物所需的
养分在土壤中有效性最高，
有利于水稻吸收利用养分，
能产出最好的稻米

气候好。据介绍，五常
市水稻产区三面环山，开口
向西，马蹄形的地势形成了
独特的气候特征，独特的积
温和温差，使水稻中干物质
品种和数量积累较多，直链
淀粉含量适中，支链淀粉含
量较高,可速溶的双链糖积
累较多，口感香甜，口味独
特。

品种好。五常水稻主栽
品种为自主培育的五优稻四
号，俗称稻花香 2号。该品
种是结合五常自然生态特点
选育的，是不可多得、独一无
二的国内顶级品种，只适合
五常种植，跨区域种植口感
和品质就发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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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五常市
实施稻米产业提升
工程，坚持“品种+品
质+品位+品相+品
牌”的发展理念，在
提升标准化、产业
化、集团化、品牌化、
国际化水平上务实
探索，聚力做强稻米
产业。

科技引领，提升
品种。按照“种植一
批、储备一批、研发
一批”原则，五常市
以龙凤山水稻原种
基地和良种繁育基
地为引领，深化与中
科院、中国农业大学
等科研院所合作，运
用常规技术、生物技
术，加快“五优稻四
号”（稻花香二号）提

纯复壮和新品种研发审定推
广。对全市 15家稻种企业资
源进行集中整合，实行育繁推
一体化，对种子繁育、储存、运
输等全环节开展标准化监管，
全面提升种业科技创新管理水
平。

建立标准，提升品质。参
照国际好大米标准，五常市对
稻米从良种繁育、浸种催芽、育
苗插秧、收割仓储到加工销售
的27个流程99道工序，逐一细
化，制定了五常大米种子、环
境、种植、投入品、仓储、加工、
产品、管理等八方面地方标准，
建立了五常大米产业标准体
系。同时，研究制定了《五常大
米原产地保护提升规划》，实行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
负面清单”的“三线一单”管控
办法，科学划定先导区、过渡区
和潜力区，全力筑牢顶级品质
基础。

挖掘内涵，提升品位。像
爱护眼睛一样保护五常大米种
植环境，五常市全面落实河长
制，实施黑土地保护提升工程，
大力推行不用化肥、不用农药、
不用除草剂的“三不用”行动，农
业灌溉用水达到Ⅲ类标准以上，
水田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4%以
上，水稻生育期内空气优良天数
达到100%，全市绿色水稻种植
实现全面积覆盖，有机水稻种植
发展到 100万亩。深入挖掘五
常大米文化内涵，新建五常稻米
文化博物馆、稻米学院、稻乡民
居，发展稻乡旅游，助推农村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中国稻
乡·生态五常”品牌。聚焦“粮头
食尾”、“农头工尾”，大力推进大
米米糠油、大米酒、速食米饭、米
饼等项目。

内外兼修，提升品相。五
常市运用现代科技，提升大米
的观赏度、辨识度。建设溯源
中国·稻乡五常数字农业平台，
对五常大米各类标识物实行统
一管理，升级完善五常大米溯
源防伪系统，实行从田间到餐
桌的全程可视化追溯，让“购五
常大米，认溯源标识”、“五常大
米，一码锁定”人尽皆知。

强力整合，提升品牌。成
立五常市稻米产业管理办公
室，对行政职能、生产资源、销
售渠道集中整合，启动五常大
米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加快五
常大米官方体验店在全国销售
布局，由公共服务中心建立稳
固保真销售渠道。搭建五常大
米网上国际平台，不断提升五
常大米品牌在国内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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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今年以来，五常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积极推动产业升级，
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强化农村生态
建设，打造生态宜居新乡村；强化文明培育，
打造乡风文明新乡村；深化农村改革创新，打
造有效治理新乡村，依托优势产业，闯出现代
农业新路径。

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五常市不断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示
范区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业，大力培育农产品市场体系，加
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五常市科学划定了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
要农产品保护区，全市划定两区面积 324.75
万亩。优质水稻种植面积发展到 240万亩，
有机水稻发展到90万亩，绿色水稻150万亩。

投入4.6亿元，五常市完成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实现高标准农田全覆盖。

依托农业物联网服务中心构建新型农业
推广体系，农户APP发展到 25000部。同中
国农科院、省农科院、东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
所合作，加强五优稻四号水稻种子提纯复壮
和新品种研发工作。建立了 1000亩水稻原
种繁育基地，正在研发水稻新品种 10余个，
投资500万元建立了水稻种子研发基金。

推广企业+基地、企业+合作社、合作社+
农户、合作社+企业四种经营模式，四类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到 9000余家。建设农村
电商服务平台，电商发展到300余家。

打造生态宜居新乡村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五
常市持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制定 2021年人居环境整治方案、
垃圾治理方案、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垃圾治理
长效机制、监督考核机制，各乡镇村屯制定了
保洁员制度、设施设备管护制度、村规民约。

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试点县项目，开展
农业三减和水稻生产“三用三不用”行动，今
年计划实施水稻病害生物药剂统防统治面积
50万亩，完成有机肥还田 10万亩，测土配方
施肥面积实现全覆盖。

今年以来，五常市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
圾23482.81吨，清理村内沟塘5954.6公里、农
户庭院 23000 户，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
4751.64吨。全力推进“户分类、屯保洁、村收
集、乡转运、市处理”的收转运模式，全市 198
个垃圾分拣中心、4个垃圾中转站、32台垃圾
转运车、396台垃圾收集车、48万个户分类垃
圾桶全部投入使用；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完成
村屯绿化美化 725个。启动日处理能力 600
吨垃圾的山河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预计2022年完工并投入使
用。

培育文明乡风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五常市不断加强农村
公共文化建设，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了送戏下乡、农家书屋、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等系列活动
1200余次，农村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类宣传教育活动，261
个行政村均制定了村规民约，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不良风气得到
明显改善。

推进农村实用人才建设。鼓励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回
乡就业、返乡创业，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

深化农村改革创新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五常市持续深化土地
制度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强化村民自治。

探索了粮食质押贷款、土地抵押贷款工作。开展了农业大
灾保险试点和高保障农业保险试点，保险面积 320万亩。建立
了五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

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制定了农村宅基地改革方案。健全
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背荫河镇富有村村民自治经验模式被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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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稻田。

产业项目集聚园区产业项目集聚园区。。

农业物联网服务中心农业物联网服务中心。。

种子研发基地种子研发基地。。

文明乡风劲吹文明乡风劲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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