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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山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昊

广袤田野，留下奋斗者的足迹；黑土粮仓，展现龙江县的担当。近年来，
作为我省产粮第一大县，龙江县立足“国家农产品主产区”这一优势，把增强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
实抓牢粮食生产工作，筑稳粮食安全压舱石，走出乡村振兴致富路。

龙江县位于我省西部，大兴安岭南麓与松嫩平原过渡地带，这里建县
早，是航天英雄翟志刚的故乡。这里幅员面积6175平方公里，地处
北纬47°黄金玉米种植带、黑土地粮食高产区，农业结构以“粮、畜、
菜、果、药”为主。2016年至2020年五年间，全县年均粮食总产42.3
亿斤，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粮食生产百强县”“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标兵”。2021年，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513万亩，其中
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占99.2%，粮食总产量将超过50亿斤。

严冬的早晨，寒风凛冽。龙江县龙江镇副镇
长邹文明踏雪深入农户，了解粮食销售情况。年
初以来，在备耕、春播、夏管、秋收、售粮等关键时
刻，邹文明都会到负责的片区查田、指导。他对
记者说，龙江县是农业大县，非常重视粮食生产，
特别是今年为减少疫情影响，确保粮食生产稳
定，全县各相关部门对粮食种、收、储、运、销进行
了全链条跟踪服务。

今年，龙江县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抓粮食生产工作，在关键
农时定期调研指导。同时，他们将粮食安全工作
纳入到全县目标管理考评，逐季节、逐环节全程
抓好粮食生产。

年初，龙江县抢前抓早做好备春耕工作，大
力宣传国家粮食生产政策、深入开展科技培训、
逐乡逐村落实种植计划、逐品种保障农资供应。

春播开始，全县及时组织调度农机装备，特
别是 22个现代农机合作社的大型先进农机设备，
调剂地区农机余缺，抢抓农时，加快春播的速度
和质量，使全县农作物全部播种在丰产期内，为
一次播种保全苗、保壮苗打下坚实基础。

夏季、秋季田管期间，全县适时组织农技人
员分区域、分作物、分品种制定技术指导意见，指
导农户抓好田间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和农业防
灾减灾工作。

秋收时节，县里组织农业部门和乡镇干部提
前下沉到村屯、农民合作社和重点农户，抓好农
机安全、秋收机械调配检修和仓储烘干
设施维护等工作。

在农业生产上，龙江县严格遵循农
时季节、尊重农业生产规律，一项一项工
作抓实，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抓好，夺取了
粮食丰收的主动权。

农家庭院和村屯晒场，黄澄澄的玉米
和金灿灿的稻谷堆积似山，农民脸上写满
丰收的喜悦，四处飘荡着欢声笑语，这是龙
江县金秋十月粮食丰收的美景。

在龙江县杏山镇新农村，种粮大户姜
兴磊告诉记者：“今年玉米获得大丰收，这
一切都得益于龙江县在新农村实施的高标
准农田项目。”年初以来，新农村高标准农
田项目区新打机电井，配套节水设施，架
设高低压线路，整修田间道路，为全村粮
食丰收提供了基础保障。姜兴磊家今年
种植玉米 230亩，在县乡农业部门的指导
下，采用膜下滴灌高效节水增产技术，每
亩产量达 1700 斤，比去年每亩增产 500
斤，按照现在玉米市场价格，纯收入可达
16万元。

与姜兴磊一样心情的还有白山镇七村
鑫源谷物家庭农场的刘存玲。她是当地远
近闻名的种田大户和致富能手，今年种植
的 1500亩玉米，再次喜获丰收，采用新种
植模式每亩多收入 150元以上，现在就开
始研究明年的种地计划了。她说：“好政
策、好技术、好服务、好粮价，让我对未来
种粮充满信心。”这几年，在县、镇和农业
部门的指导下，刘存玲的家庭农场应用免
耕播种技术，玉米秸秆全部地表覆盖还
田，既提高了地力、保墒节水，又节省了种
地成本，抗倒性更好，机械收获更轻松，产

量提升了一个新台阶。2019年开始，家庭
农场每年还选出一个 20 亩的地块，引进
选种 20多个适合当地种植的新优玉米品
种，对各品种的特征特性、抗病性和产量
做对比，优中选优。

近年来，龙江县深入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抓牢“耕地”和“种子”两
个要害，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全县深入落
实“田长制”，建立县、乡、村、网格和农户四
级田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

“非粮化”，保护黑土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五年来，累计投资 5.99亿元，加强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投资
4.39亿元，建设“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
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 38.59万亩；
建设喷灌、微灌、滴灌等高效节水设施 1.23
万亩；投资 1.6亿元，实施“增施有机肥、免
耕少耕、秸秆还田、合理轮作”等黑土地保
护项目 54.2万亩。

同时，全县大力推广新优种子和先进
科技，建设省级和市级农业科技园区 4个，
根据不同地区农业资源状况，分区域推广
不同的优质品种和栽培技术。今年推广玉
米、水稻、大豆主导品种 34个，杂粮杂豆主
导品种 21 个；推广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
166.6 万亩，推广玉米综合高产栽培技术
230万亩，推广水稻综合高产栽培技术 60
万亩。

今年中秋节前夕，龙江县鲁河乡四撮房村的
蟹稻米基地成了当地的热点景区和“网红打卡
地”。近年来，鲁河乡四撮房村依托自然优势、区
位优势，把发展蟹稻综合种养业作为乡村产业振
兴的重要抓手，积极争创国家级稻田综合种养殖
基地。

作为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他们通过河蟹
和水稻共生来解决水稻的草害以及虫害问题，稻
田内不使用任何农药及化肥，精心选育优质细长
粒稻种，以天然泉水形成的龙溪河水灌溉，以肥沃
黑土为根植，这样产出的绿色无污染“稻田蟹”和

“蟹稻米”，产品附加值高，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认
可。“一水两用”“一地双收”是蟹稻米基地的显著
标识，这里产出稻米比普通大米每斤多卖 2.5元，
每亩多收入 600元；“稻田蟹”每斤卖 40元，每亩产
量 30斤，每亩又增加效益 1200元。

华民乡莫呼村的修胜水稻农民合作社在发
展绿色农业的过程中也尝到了甜头。该合作社
吸纳社员 170 多人，种植水稻 4335 亩，在为广大
农户提供技术咨询、经验交流、推广服务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评为省级示范合作社。他
们严格按照绿色水稻生产技术规程种植，选用
抗病、抗倒伏、米质优良的龙洋 16、绥粳 18 品
种，使用先进的智能程控水稻浸种催芽车间和标

准化育秧大棚统一浸种、催芽和育苗，在水稻田
间生长过程中严控药肥使用量，合作社“莫呼村
牌大米”已获得绿色标识，大米直接销往南方多
个城市。

为促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管理制度化、规范
化，龙江县积极“送良策”“送标准”“送技术”。通
过下发《农作物优质高效品种种植区划指导意
见》，指导农户选用优质品种；下发《绿色食品生产
允许使用农药清单》《国家禁用和限用农药清单》
《绿色食品生产作物建议使用农药》《绿色食品生
产作物建议施肥量》，让农户明白该用什么，不该
用什么；下发《绿色食品玉米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绿色食品杂粮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绿色食品水
稻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制定了对乡镇绿色食品基
地的考核细则。

今年，龙江县以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标准化生产为工作主线，推动农业向高质高效
发展，建设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基地 290万亩，续
展绿标 26个，新认证绿标 10个，有机再认证 9个，
县级以上绿色食品龙头企业 12家，有机食品企业
1家，有机绿色食品涉及玉米、水稻、杂粮杂豆、大
米、玉米淀粉、玉米味精等系列产品 75个，以龙海
绿粥牌龙江小米、飞天梦牌龙江大米等为代表的
绿色、有机食品畅销全国。

今年 6月初，在龙江县景星镇街基村热闹非凡，全县
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田间博览会在超越现代玉米种植农
民合作社的保护性耕作示范田内举行，合作社理事长魏
刚与各乡镇的种田能手互动，讲述自己近些年试验示范
的效果，指导中耕深松要点，人们纷纷为独具特色的托管
服务点赞。据了解，类似的田间博览今年举办了 6次，各
乡镇都建立一处 200亩的黑土耕地保护性耕作示范田，
推广新技术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超越合作社是龙江县最大的农民合作社，成立于
2013年 2月，注册资金 1000万元，拥有各种现代农机装
备总价值 4000万元。合作社从推广保护耕作技术和新
优品种等方面着手，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能力。

王克强是负责龙江县景星镇片区的托管服务经理，
每年农业生产季节，他通过电脑时刻关注着“智农管理系
统”，实时指挥着技术员和农机手，监管着土地托管的服
务数量和服务质量。刘洪涛是一位土地托管服务的农机
手，今年他为农户托管作业面积近 3000亩，托管服务让
他这个种地能手找到了增收的副业，通过托管服务全年
创收 14万元。

超越合作社以乡镇为单位，每乡镇聘请一名服务经
理，负责全面调度安排，执行月薪及绩效奖金制；每个村
聘请一名技术员，负责业务协调推广，按服务面积支付

佣 金 ；数 个 村 屯 片 区 会 安 排 1 至 2 名 农 机 手 ，以
1200-1800亩地为一个生产作业单元，农机手必须经过
机械维修、驾驶技能和作业标准等专业培训后，才可以
为托管农户服务。目前，超越合作社共签约合作协议
农机手 500多名。

今年，超越合作社为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62
万亩，其中“耕、种、管、收、售”链式全程托管服务面积 31
万亩，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化水平，推动农户从土地中
解放出来进行创业或务工。据了解，农户托管地块比自
己流转土地亩均增收 300元左右。

近年来，龙江县根据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大
力培育和发展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助力小农户融入
现代农业，提高小农户农业生产的良种化、科技化、标准
化、机械化水平，提升粮食生产能力。2021年，全县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320万亩，其中全程托管面积 53.84万
亩；生产托管服务组织线上注册共 88家，其中实施全程
托管服务组织 25家。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龙江县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
业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
一步增强。在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上，展示着龙江县
的作为，贡献着龙江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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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高质高效“大目标”重实绩

扩大托管服务“新模式”抓样板

本版图片由龙江县
委宣传部提供

“ 产 粮 大
县”秋收场面。

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传经送宝”。

现代农业“雨露均沾”。

万亩良田稻花飘香万亩良田稻花飘香。。 绿色有机绿色有机““鸭稻米鸭稻米”。”。 精耕细作颗粒归仓精耕细作颗粒归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