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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
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
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
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目前，
我省有食用菌、雪花肉牛、白鹅三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形成由
点带面、集群化、规模化发展。我
省现有 51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
镇，82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

红辣椒种出“好日子”
“这就是咱的辣椒酱厂。”冷

菊贞用手指着的那排小平房是村
里的辣椒酱厂，远近闻名的小南
河村辣椒酱就出自这里。

整洁明亮的厂房，白色的外
墙，最显眼的要数墙上的两个红
辣椒贴画，它们是这位驻村第一
书记“花大价钱”打印的吉祥物。
此刻，这两个红辣椒正瞪着滴溜
溜的眼睛，张着大嘴笑嘻嘻地迎
接远方来客。

冷菊贞介绍，辣椒酱厂是双
鸭山市饶河县西林子乡小南河村
的特色产业，就是这罐小小的辣
椒酱让村上一部分人实现了脱
贫。

村民李宝库父子去年租了 9
栋大棚种辣椒，赚了 13 万元，不
仅还清了外债，更是对种辣椒
信心十足，所以他今年又多种
了两棚。

最让冷菊贞感动的，是省农
科院辣椒专家的悉心指导。在他
们的指导下，小南河村辣椒种植
技术基本成型。今年，村里又加
深了与省农科院的合作，选择更
优质的辣椒种子，专家们全程在
线指导种植，“现在看，今年又是
个丰收年！”

“目前小南河村种植辣椒 60
多亩，已有 5户村民实现了订单
规模种植。未来小南河村将继续
集中优势，打响品牌，将辣椒的种
植、生产、加工与销售的全产业链
打通，同时积极培养管理方面的
人才，使得小南河村的振兴稳扎
稳打，再上新台阶。”辣椒产业给
了冷菊贞自信和底气。

甜玉米多了“新出路”
从小南河村出发一路向西，

顺着三江公路行驶 4个多小时，
便来到了集贤县升昌镇。

这几天，双鸭山市永胜农机
合作社理事长刘明坤一直在鲜食
玉米基地忙活，13日，记者给他
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组织工人
试机生产。

“今天是今年第一次试机，20
亩地能收 3万多棒成品棒，产量
跟去年差不多。”刘明坤介绍，今
年他们种鲜食玉米一万亩，预计
收入两三千万元。

“往年一等品质的速冻鲜食
玉米一穗能卖到1.15元到1.2元，
今年同等品质的玉米可以卖到
1.4元，鲜食玉米的收益是很可观
的。”因为收益高，村里越来越多

的农户选择加入合作社，从事鲜
食玉米种植加工。据了解，合作
社在种植、加工方面的一线工人
均为企业自主转化、自主培养，实
现了农民变工人的就地转化。合
作社将“统采、统种、统加工、统贮
藏、统销售”的模式带入鲜食玉米
种植前端，先期以土地流转营业
的模式，把原有个人土地整合成
片，推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劳动工资”的联农政策，并积极对
接农户入企工作，通过劳动性工
资形成二次收入，与农户形成了
利益共同体。

“下一步，我准备在玉米品质
上做文章，把玉米的老嫩程度做
到统一。”除此之外，刘明坤还表
示，人才的缺乏也是合作社发展
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外部的带
动与本地的积极培养，持续发掘
优秀的电商主播、农机手以及管
理方面人才，希望能通过人才的
振兴助推乡村的振兴。

扶贫车间有了“新使命”
在距离升昌镇 800多公里的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平洋村，乔福
军也在不停地忙碌着。

12日，刚刚结束残联下乡的
工作，他就马不停蹄地回到村里
的扶贫车间。乔福军说，他 5岁
时受伤导致骨膜受损，胸背部出
现严重畸形，做不了重活，生活一
度无望，后来在党的扶贫政策帮
扶下见到了曙光。通过村党支部
和定点扶贫单位的帮助，乔福军
掌握了手工编织汽车坐垫的手

艺。
“江苏省沛县的企业负责教

我技术，并且提供原材料，还帮我
解决销路，只要踏实肯干，像我这
样的也脱贫了！”提到这茬，乔福
军满脸笑意。

2016年，泰来县残联聘乔福
军为泰来县残联专职委员，当上

“官”的乔福军带动村民富起来的
劲头更足了，“残疾户、脱贫户、低
保户、一般户，我把这些人聚集起
来，教他们编织的手艺。”现在乔
福军手底下带出来的“徒弟”有
20多个，平日里在车间工作的固
定工人有10多个，每人每月都最
少能拿到 1000元，保证了他们的
基本生活。接下来，乔福军对自
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计划。“我想做
直播带货，过去我在直播平台帮
村民卖掉了四五十套汽车坐垫
呢！”不仅如此，乔福军还想尝试
拓展货源种类、提供快递代发服
务、建立电商服务站等等，甚至还
筹划着在村里建立一处服务空巢
老人的机构。“现在是科技时代，
咱也要与时俱进不是！”面对未
来，乔福军有无限憧憬。

在乡村振兴开局之年，我
们欣喜地看到，我省的村村镇
镇，都像小南河村和升昌镇一
样，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努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不断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
提升价值链，竭力探索走出一条
科学有效、农民受益的产业发展
之路，为实现乡村振兴不断注入
强劲动能。

深度开发优势资源 全力发挥地方特色

产业为乡村振兴

盘岭村有了
乡村振兴馆

牡丹江市宁安市海浪镇盘岭村，
位于宁安市西北 5 公里处，全省首家
村级乡村振兴馆日前在这里建成。

据介绍，本展馆以时间为脉络，全
面展示盘岭村从 1936 年建村，到人民
翻身得解放，再到乡村振兴各时期的
发展历程。从建村之初受剥削受压
迫，到土改换新天烧地契、分田地；从
全民大生产，到致富奔小康，每一个阶
段都有精彩故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摄

安徽 看专项债如何汇

聚“源头活水”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梁金池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

“这就是咱的辣椒酱厂。”
冷菊贞用手指着的那排小平
房是村里的辣椒酱厂，远近闻
名的小南河村辣椒酱就出自
这里。

互动， 在这里！

振兴路上
ZHEN XING

他山之石
TA SHAN

目前，我省有食用菌、雪花肉牛、白鹅三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形成由点带面、集群
化、规模化发展。

我省现有51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82
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资金投入是重
要保障。近年来，各地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健全投入机制，拓宽投资渠道，
优化投资环境，努力形成财政优先保障、
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
入格局。为了解各地做法，农民日报·中
国农网记者分赴江苏、安徽、山东、浙江、
甘肃等省进行调查采访，报道相关地区
在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方面的好做
法、好经验。本报在此分享他们的文章，
从中寻找适合龙江的路径。

乡村振兴
钱从哪来？

江苏 扩大农业农村投

资，财政如何“发力”

解决好“三农”问题，举全
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是全党工
作的重中之重。今年是乡村振
兴的开局之年，值此重要时间
节点，“乡村振兴”专版与您见
面了！

我们要干好三件事。
搭建一个平台 传递党的

各项政策和声音的平台，展示
我 省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成 果 的 平
台，龙江儿女谈振兴谋发展的
平台，振兴路上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的平台。

打通一个通道 农民朋友们

说说心里话的通道，帮助基层群
众解决困难事、烦心事的通道，
通讯员充分展示才华的通道，专
家们迅速“接地气”的通道。

形成一个矩阵 《黑龙江日
报·乡村振兴》专版定期与您见
面，“龙头新闻乡村振兴频道”
随时期待您的参与，“龙江乡村

振兴”公众号接受您的爆料与
吐槽，“龙江乡村振兴”抖音号，
除了有您喜欢的小视频，还会
有您感兴趣的直播互动。

在乡村振 兴 的 道 路 上 ，我
们 一 起 脚 踏 实 地 加 油 干 ，携
手 绘 就 龙 江 乡 村 振 兴 的 美 好
明天！ ——编者

“乡村振兴”专版与您见面了！
我们要干好三件事

了解乡村振兴新动态，请
关注龙江乡村振兴公众号。

打头阵

1

黑龙江省委农办主任、黑龙江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兆宪

当好“三个角色”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省作为农业大
省、产粮大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战略部署，
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粮食产量实现

“十七连丰”，连续十年保持全国第一；推动农
民多元增收，脱贫攻坚获得全胜；强化农业科
技和物质装备，农业现代化成效显著；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农村面貌持续改善；深化农村各
项改革，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巩固了农业农村
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站在两个一
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乡村振兴全面起步，这是

“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农业农村部
门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工作，坚决扛
起政治责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二
届九次全会精神，科学把握“十四五”农业农
村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保供固安全，振兴
畅循环”定位，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在立足
新发展阶段中，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己任，
稳住农业基本盘，当好防风险、守底线、保安
全的“压舱石”；二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统
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结构与规模、统筹生产与
建设，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三是在构
建新发展格局中，不断培育国内大循环新动
能，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
当好扩大内需、畅通循环的“推进器”。围绕
这三个角色定位，全省农业农村工作重点围
绕“保供给、抓要害、强科技、促融合、重建设、
推改革、搞衔接”7个方面下气力、求突破。

最后，借助《黑龙江日报》“乡村振兴”专
版，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也要发扬主人翁精神，
继续投身全省乡村振兴的伟大洪流中，奋力开
启农业农村发展新局面，共建美丽家园，共享
美好生活。也祝“乡村振兴”专版越办越好！

我国在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后，“三
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这是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在新时代的紧迫命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
农村。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把防止
规模性返贫作为头等大事，把做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
为最紧迫任务，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乡
村治理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努力推动乡
村振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见实效。要
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打造政治过
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持续
强化政策学习，开展业务培训，提升系统干
部工作落实能力，因地制宜探索多种路径和
模式，主动作为，全面推进我省的乡村振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已正式施行，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迈入
有法可依、依法实施新阶段，制定了法治
框架下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路上，我们不仅有了参考经
验和标杆样板，还有了政策措施，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破难题、开新局、聚合力提
供了有力抓手。

今天，《黑龙江日报》“乡村振兴”专版出
版，这是一个服务龙江乡村振兴主题的阵地，
记录我省乡村振兴进程、反映民情民意、宣传
政策、鼓舞干劲，体现了媒体应有的担当。

黑龙江省乡村振兴局局长 崔培元

乡村振兴是十九大确定的国家战略，
是龙江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
基础。《黑龙江日报》“乡村振兴”专版的创
立必将成为宣介中央和省委乡村振兴决
策部署、推送省内外乡村振兴动态、研讨
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新窗口、新阵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科技进步是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关键。我省承担国家粮食安全

“压舱石”重任，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国家赋予的功能定位，
走出一条符合龙江实际的乡村振兴发展道
路。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实现新突破的决定》中，明确了全面实
施粮食安全保障工程、黑土地保护利用工
程、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现代畜牧业发展
工程等十二项重大工程，这是省委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
重要举措，同时凸显了省委建设农业强
省、生态强省的决心。期待“乡村振兴”专
版未来更多关注科技创新在种业提升、黑
土地保护利用等关键领域发挥的关键作
用，成为引领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
风向标。省农科院将全力以赴围绕实现
龙江农业现代化推出好技术、打造好典
型、建立好模式、探索好路径。

科技助振兴
黑龙江省农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娣

你们有诉求，我们有回应。
“乡村大喇叭”竭力为群众办实事，欢迎
报料，请扫码下载、关注、留言。

首期寄语首期寄语

聚合力 开新局

林口县刁翎镇的甜瓜陆续成熟上市，龙江大地瓜果飘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郭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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