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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华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今年元宵节，木兰县吉兴乡火炬村格外喜庆，家
家户户挂起了形态各异的花灯，元宵节扎花灯、闹花
灯格外红火热闹。村里这些花灯都出自 67 岁村民
周喜林之手，周家三代“扎灯人”传承老手艺，给乡亲
们的节日增添了喜庆的色彩。

几根秫秸秆、两张彩纸、一段麻绳，在周喜林的
手中可以变幻出七彩元宵灯、孩子喜欢的手提灯、扭
秧歌用的手把灯、房檐上挂的宫灯跑马灯……

周喜林的手艺是跟他父亲学的，传自其祖父。
周喜林学成手艺后，每到过年才施展一回。周喜林
扎花灯，手边常伴一把色木做的尺子，一尺半长，通
体发红，这是家里连同老手艺一道传下来的工具。
周喜林说，近百年间，这把尺子在周家三代人手中盘
得油光锃亮，尺上的刻度银星愈发闪亮。

今年春节，周喜林给村里的大秧歌队设计了 20
盏手把灯、西瓜灯、荷花灯、星星灯……每一盏灯都
不重样儿，剪纸图案都经过精心设计，挂到村民广场
和各家各户大门口，璀璨的灯光点亮了乡村夜。

“木兰花灯”与“木兰剪纸”“木兰柳编”兴起的年代
一样久远。火炬村党支部书记赵景奎说，人们喜欢手
扎灯笼，可以通过创办“老手艺工坊”让村里多一条增
收路。下一步村委会将研究“木兰花灯”申请非遗的事
项。

木兰县吉兴乡文化站站长王向东表示，文化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
作用和首创精神，让群众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创造
者、参与者、受益者，让积淀深厚的乡村文化激发出
活力，真正留住一方乡愁，守住乡村文化振兴的源头
活水。

三代“扎灯人”传承
“木兰花灯”老手艺

本报讯（钱玺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波）
冬雪未尽，但延寿县嘉禾春天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已开始紧锣密鼓备春耕。作为土地托管的社会化
服务组织，嘉禾春天今年土地托管面积将从 2 万亩
扩展到 3.5 万亩，与新增托管农户签约，为新增托管
土地“量身定制”各类农资，嘉禾春天的备耕生产异
常忙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抢抓备耕生产先机，延寿县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动员合作社及农户早
行动、争主动，筹备农业生产资金，抢抓雪后天气回暖
的有利时机，进行清雪扣棚，加快土壤解冻，增温散
墒。目前，延寿县三大作物良种已储备充足，预计到3
月上旬全面完成清雪扣棚任务。

记者在延寿县嘉禾春天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了解
到，通过托管、半托管方式，嘉禾春天在延寿县延河镇、
玉河镇、安山乡、青川乡等乡镇利用规模经营优势，实
现统一供应农用生产资料、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
灌溉、统一收割、统一销售，为农户“托”出了好“钱”
景。今年，更多农户看好土地托管服务。延寿县嘉禾
春天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志忠说，备春耕期
间，也是土地托管集中签约阶段，对新增的托管土地，
合作社抢前抓早，立即清除积雪，测量土地面积，进行
土壤检测分析，按照分析结果专门定制肥料，调整氮、
磷、钾配比，按照当地气候特点选择中熟品种，确保实
现稳产增收。

延寿县农业农村局生产办主任殷学良告诉记者，
全县备春耕生产正有序展开。目前，已筹备农业生产
资金 3.55亿元；2.3万台套农机已检修完毕；水稻育秧
浸种催芽已启动准备工作，清雪扣棚陆续展开，预计4
月中旬水稻育苗基本结束。

据了解，2022年，延寿县粮豆生产面积将稳定在
177.5万亩。其中，水稻100万亩，玉米50万亩，大豆25
万亩，经济作物及其他作物2.5万亩。三大作物优质品
种率可达到 98%以上，目前已下摆到各个种子销售网
点510吨，将实现粮食总产13亿斤以上。

土地托管组织签约新农户 统一购农资

延寿 抢抓先机备春耕

□文/摄 郑晓丹 杨依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热潮，通河县举办了丰富多
样的“欢乐冰雪、喜迎冬奥”全民上冰雪系列体验活
动。从去年底至今，全县开展了“迎奥运·百万青少年
上冰雪活动”，先后进行了雪地足球、冰球体验、速滑比
赛、冰雕雪雕等各类冰雪体育活动 20余次，参与学生
近 3000人次。县冰雪运动协会开展喜迎冬奥的冰上
速滑宣传活动，吸引更多人上冰雪、玩冰雪，激发全民
参与冰雪活动的激情，营造全社会关注冰雪体育、参与
冰雪运动、热爱冰雪文化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通河县深入践行“体育让生活更美好”发
展理念，推动体育惠民利民，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投资
近2000万元建设公共文体设施，先后实施多项重点文
体设施建设项目，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完备的公共体育
服务。

实施体育健身步道项目，提升城市形象，利用通河
县三大公园独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市民及游
客提供了良好的健身休闲场所。

实施政府广场户外综合运动场地建设项目补齐短
板，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完备的公共体育服务。

实施室外智能健身驿站工程，投资 100万元在通
河镇金街南侧广场新建室外智能健身驿站 1处，提升
了体育设施服务质量，切实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实施全民健身路径修缮工程惠及全民。目前，通
河县的全民健身路径设施已基本覆盖城乡，15分钟健
身圈已基本建成。

通河县学生在滑冰。

投资2000万元建设文体设施

通河 公共服务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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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张劼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

正是早春餐桌上最受欢迎单品
婆婆丁的旺销季，五常市半截河子村
村民满清富心情很好，自家庭院棚室
里的婆婆丁长势喜人，他从早忙到晚
一点儿不觉得累。“今年价格好，春节
一上市，一斤就卖到16元。哈尔滨市
区、吉林榆树等很多地方，吃的都是
半截河子村的婆婆丁！”满清富兴奋
地对记者说。

满清富家的庭院里，两栋温室大
棚绿意盎然，虽然总面积不过 330平
方米，但婆婆丁、油豆角、山河白黄瓜
一茬茬种下来，每平方米的收益，就
能接近百元。“全程绿色种植，不用化
肥农药，只施用农家肥，不仅价钱好，
而且从来不愁卖！”满清富告诉记者。

在五常市杜家镇半截河子村，和
满清富一样新春迎来收获季的村民
有300多户。半截河子村坐落在通往
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山的必经之地，
1211省道从村中穿过。因交通便利，
近几年突出“一村一品”，发力“菜园
革命”，成为棚室蔬菜生产专业村。
别具特色的是，半截河子村的温室大
棚，就建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多
年来专注绿色种植，叫响了“半截河
子”品牌。如今，婆婆丁、油豆角、山
河白黄瓜远近闻名，卖上了好价钱。

“村里的蔬菜经纪人每天按照各
地订单数量，到各家各户‘约菜’，一
个经纪人一天能卖出一两千斤。”半
截河子村党总支书记杨德江告诉记
者，亮出绿色品牌，形成规模化种植，
通过蔬菜经纪人，半截河子村的蔬菜
远销到临近省市及哈市主要城区，供
不应求。

突出绿色蔬菜种植优势，半截河
子村组织农民不断扩大棚室菜产业，
提高蔬菜品质，打造特色主导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全村有棚室菜
面积 30万平方米（450亩），一年种两

茬，年收入近 3000万元。2021年，村
里成立了半截河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组织生产销售村民生产的农
产品，倾力拓展品牌蔬菜的市场影响
力，拓宽销售渠道。

绿色品牌叫响，菜农共同受益。
在村民孙振武家的大棚内记者看到，
棚内鲜菜已销售过半。“婆婆丁去年 7
月撒籽，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就上市
了。现在大棚油豆角和白黄瓜正在
生长期，三月下旬就能尝‘鲜’，一直
可以卖到 6月末。”孙振武说，家中棚
室面积600多平方米，一季婆婆丁，赚
上10万元没问题。

在半截河子村，种菜的收入，有
个特别的算法，就是土地按平方米算
收益。村民满清彦告诉记者，家里的
地不多，几年前就流转给了五常市乔
府大院农业有限公司，家里房前屋后
的庭院成了寸土寸金的棚室菜种植
场地。“庭院内最大限度搭建起温室
大棚，覆盖不了的地方，也都种满陆
地蔬菜。棚室菜一年两季，每平方米
可以收入近百元。”满清彦说。

杨德江告诉记者，半截河子村人
多地少，土地流转给水稻种植龙头企
业，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村民有的外
出务工，有的在龙头企业当工人或者
打零工，人均收入快速提高。打工之
余，村民在家里的庭院种植蔬菜，绿
色蔬菜质量好，反季上市卖价高。村
民珍惜每一寸土地，就连村路两旁的
窄小空间都扣上地膜种蔬菜，增收致
富的劲头越来越高。“全村收入超亿
元，村民在城里买楼房 382 套，私家
车有 269 辆，生活有奔头！”杨德江
说。

发力推进乡村振兴，目前，半截
河子村正倾力打造集旅游、采摘、住
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及观光农
业示范项目，推进村级蔬菜采摘基地
建设，同时加快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推进绿色蔬菜规模化、集约
化、产业化，做强“一村一品”。

新春收获季 鲜菜俏四方
五常市半截河子村叫响绿色种植品牌

□文/摄 王晓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正月十八，残雪尚未消融，

但巴彦县西集镇驿马山果蔬专
业合作社的农户们，早就热火朝
天地忙起来了。几十栋果蔬大
棚里，社员们这边分苗定栽，那
边打理秧苗，一片片的果蔬幼苗
满眼绿意，一派盎然生机。

走进一栋大棚里，一大片生
菜苗绿意葱茏，长势喜人。几名
社员正在翻地，给香瓜苗打垄
沟，另有几名社员正在把红糖加
进豆饼里，掺着做施用的肥料。

“我们合作社长年聘请技术人
员，在优质品种引进、栽培上科
学把控，精细管理温室的温度、
光照和水分，使用自家发酵的有
机大豆肥，草莓、香瓜、黄瓜、嘎
啦果柿子、葡萄等瓜果蔬菜轮番
抢先上市，都是供不应求。”正蹲
着查看刚移栽到地里的香瓜苗
长势的社员赵学荣介绍，正月初
一开始，大棚里与草莓间种的生
菜、白菜、臭菜就已经上市销售
了，草莓还有一周就上市，黄瓜、
嘎啦果柿子、香瓜、萝卜菜等早
春果蔬不久也将新鲜上市。

在一栋温室地头儿，摆放着
几十个塑料桶，桶内装满煮熟的
大豆。合作社负责人张显波向
记者介绍，这都是给苗沤的肥
料，每棵小苗上一勺肥，就会噌
噌长，果菜味特浓。温室里采用
日间蜜蜂传粉、夜晚灯光杀虫等
管理模式，能保证产品的绿色品
质。张显波指着温室内一床育
苗钵说，每个格里一棵小苗，一
粒种子 8 元，这是从北京买来的
最新品种草莓柿子。为了能培
育壮苗，提高成活率，苗床下都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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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褥子”的幼苗
冷了热了都不行。

据张显波介绍，随着温
室里的叶菜陆续上市，大棚里也
开始整地栽苗。相对于烧炉子
供暖的温室，大棚被称作冷棚。
为确保幼苗不受冻害，大棚下要
扣一层中棚，中棚下还有一层低
棚。现在，合作社每天用工十几
人，多的时候要用几十人。早上
7 点下地，干到天黑，每小时劳务
费 7 元，还管一顿饭。因为菜棚
里的活儿需要人手，附近村屯的
许多村民都成了合作社长期雇
工。

“这两年，我们合作社不断增
加投入，建设科技含量更高的智
能温室。新建的温室，保温性能
和太阳能吸收功能都大幅提升，
让消费者尝新、尝鲜的果蔬品种
也因此更加丰富。”张显波说，合
作社把草莓与生菜、萝卜菜、臭菜
等“蘸酱菜”间种，利用温室全部
空间，多种出了一茬蔬菜。种植
的柿子、黄瓜等蔬菜比正常上市
期要早 2个多月，香瓜、草莓等水
果也提前上市，效益可提高几
倍。

张显波告诉记者，合作社还
种植了地产火龙果，去年迎来丰
果期。精心培育的本土化无花
果，今年也将大面积栽培。地产
火龙果售价每斤 15 元，每亩地收
益达到 3 万元以上，利润非常可
观。无花果树一棵树能摘百余
枚果子，一栋棚能摘果 2000 多
斤，线上发货卖 30 元一斤，收益
也很高。

“近年来我们合作社一直在

打
造 一 棚
多品，80 余栋
大棚里种了火龙
果、无花果、油桃、西瓜、
草莓、贝贝南瓜等几十种果
蔬，仅香瓜就有七八种，四季开
花，月月有果。”张显波欣喜地
说，合作社推行有机作物标准种
植，除了冬月、腊月是生产筹备
期，其他月份都有主打果蔬，我
们瞄准反季市场，种植反季节蔬
菜，提高了棚室经济的效益。每
一茬果蔬在田间地头就卖完了，
根本不愁销路。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驿马山
果蔬专业合作社有土地面积 400
余亩，在大顶子山沿江公路及哈
肇公路两旁，经过几年的发展，
现在共建了 60 个大棚、20 个温
室。借助连接哈尔滨主城区的
区位优势，瞄准城市人群对高品
质果菜的需求，几年来重点发展
优质绿色高效设施农业，为增收
致富打开了新空间。

对于合作社的未来发展，张
显波认为，“南果北种”仍是主要
方向，依托设施农业新技术，合
作社将继续紧盯市场需求，增加
节能温室建设，通过种植附加值
高的果蔬品种，在黑土地上打造
本地精品果蔬，让更多乡亲依靠
设施农业，学到技术鼓腰包，同
奔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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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孙健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志强

初春时节，寒风萧瑟。然而，走进尚
志市鸿泽采摘园的温室大棚，却是一片

温暖如春、生机勃勃的景象。只见一垄
一垄的草莓、蔬菜叶厚茎肥，葱郁可人。

捧着红彤彤的水萝卜，鸿泽采摘园
负责人姜世莲欣喜地告诉记者：“十多年
的辛苦，终于换来回报。专注于浆果种
植、葡萄采摘、反季节蔬菜种植采摘，合
作社精心打造田园休闲体验项目，形成

了以观光采摘为主的‘采摘经济’，让乡
村旅游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
的幸福产业。”

刚过正月十五的这个周末，姜世莲
接待了几位从亚布力滑雪场准备返回哈
尔滨的游客。在采摘园内，游客张女士
亲手采了十多斤草莓，又摘了好几兜有
机蔬菜。“准备现场打包快递给在外地度

假的老妈，让她尝尝家乡味道！”张女士
说。

姜世莲告诉记者，园区始建于 2013
年，当时建了 20栋大棚，到现在已有 33
栋标准化大棚，种植红提、绿提、小蜜蜂
等十余个葡萄品种。去年新建 2240平
方米的温室，种植丹东九九草莓，以及各
种有机蔬菜。“下一步打算再扩建两栋温
室，种植辽宁大樱桃，发展高效农业，引
领村民增收致富。”姜世莲说。

据了解，姜世莲是尚志镇巾帼示范
基地带头人，她带领红光村妇女种植
蔬菜 1000 多亩，共同走上致富路。以

“采摘经济”带动乡村旅游，解决了红
光村剩余劳动力十余户二十多人，每人
每年增收近3万元。

孙秀英就是一名受益者。她的丈夫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生活的担子落在她
一个人身上。自从加入了红光村浆果种
植合作社，孙秀英学会了给果树掐尖、打
岔以及种果、分拣、包装，一干就是十年，
日子有奔头，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

“目前，尚志镇红光村蔬果采摘，
成了游客们领略尚志风采的打卡
地。”尚志镇红光村党支部书记闫青
松说，红光村也成为“一村一品”新型
富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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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农的大棚婆婆丁正是上市季菜农的大棚婆婆丁正是上市季。。

认真打理棚室菜认真打理棚室菜。。

温室大棚绿意盎然温室大棚绿意盎然。。

社员赵学荣在查看香瓜苗长势社员赵学荣在查看香瓜苗长势。。

温室大棚里绿意葱葱温室大棚里绿意葱葱。。

摘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