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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竹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

“这芽种质量真是太好了！疫
情防控期间我们出行不方便，工作
人员就把种子从浸种催芽基地直接
运到育秧大棚，可省了不少事儿！”
北大荒股份宝泉岭分公司双峰山管
理区种植户闫鹏高兴地说。

闫鹏话音刚落，田间的大喇叭
响起，党支部书记通知种植户们
错峰到管理区进行核酸检测。“一
个来回，不到半个小时，节约了不
少在路上的时间，一点儿也没耽
误春耕生产，我家在管理区第一
个高标准完成了水稻播种！”闫鹏
的父亲闫振友担心疫情原因影响
春耕进度，当看到工作人员们一
边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一边
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时，他心里备

感踏实。
“我们每天能出箱50吨芽种，并

严格按照芽种品种分批发送，预计 4
月10日前能让全部优质芽种顺利住

‘新家’。”宝泉岭分公司农业生产部
副部长安俊柱说。

据了解，随着农业生产进入关
键期，宝泉岭分公司成立 30支农业
生产服务队、60支疫情防控服务队
和百余个田间互助组，打出疫情防
控和春耕生产“组合拳”，推进重点
工作高质量开展。在作业前，对入
棚下田的农户进行“两码”查验，实
行一日三次体温检测，并通过线上
定标会、在线技术指导、现场答疑，
细化各工作环节，统一标准、统一操
作、统一管理，为育壮秧、夺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

种植户互助开展水稻播种。
马文竹摄

北大荒宝泉岭分公司

错峰核酸检测
保障优质芽种住“新家”

□曹华君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春的备春
耕正逢防疫期间，木兰县柳河镇虽没
有往年大规模春耕生产的热闹场景，
但柳河镇科学筹划，未雨绸缪，使春
耕生产各项农事准备工作在防疫同
时依旧有条不紊地推进。

按照哈尔滨市疫情防控 57号文
件要求，镇内农资经营、农机具及配
件经销维修等经营场所和门店已有
序恢复经营，对所有进入人员严格执
行“扫码（健康码+行程码）、测温、戴
口罩”、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等防疫措施。对有特殊需求的

村民可在网上购买农资，确保春耕播
种顺利进行。目前，柳河镇的种子、
化肥等生产资料准备充足。

柳河镇通过广播、微信群、宣传
条幅等方式积极向农民宣传大豆扩
种面积补贴政策，合理轮作增加大豆
种植面积并适度调减玉米面积，全面
挖掘大豆增产潜力，今年柳河镇大豆
种植面积将从去年的8.6万亩增加到
10万亩。

为保证4月中旬水稻浸种，柳河
镇水田区正抢抓时机有序开始扣棚、
备苗床土生产作业。农户们采取分
散劳作方式，不密集扎堆、不帮工、不
换工，做好防护措施，确保复工复产
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木兰县柳河镇

分散劳作不扎堆
有序扣棚、备苗床土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铭华 杨志英

“用文明现代、安全环保的方式祭
祀先人、纪念先贤、缅怀先烈，让我们做
文明祭祀的示范者、‘除陋习、树新风’
的先行者，用实际行动共建文明和谐的
美好家园！”今年，省民政部门充分利用
清明节集中祭扫的契机，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创新祭扫服务载体，大力推广
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等文明
低碳祭扫方式；引导群众自觉将清明节
祭扫与弘扬优良家教家风、推行节地生
态安葬结合起来，积极推动丧葬礼俗改
革，让祭扫“清”又“明”。

祭扫需求多样化
代祭服务出“套餐”

哈尔滨市民常先生告诉记者，得知
今年清明节期间，哈尔滨市殡葬服务机
构可以提供代祭服务，于是就拨通了咨询
电话，工作人员特别耐心地解答了如何选
择代祭服务项目，还详细介绍了代祭服务
的具体流程。“和往年不同，今年代祭服务
出了‘套餐’，分鲜花和民俗两大类，主要
有花束、花篮、花环、留言和民俗等，价位
为69元~269元八个档位，每个套餐各提
供2种不同配花、包装或供品搭配，不但
能满足大家多样化的祭扫服务需求，也
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

“我是通过微信公众号预约代祭服
务的。”市民王女士对记者说，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的形势下，这种代祭服务解决
了大家不能前往公墓祭祀先人的遗
憾。“办理方式越来越智能了，特别方
便。”王女士一边介绍，一边在手机上操
作，“你看，进入‘预约服务’子菜单，再
点击‘代祭预约’，就能清楚地了解预约
代祭服务的详细办法。”

据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黎雪
修介绍，“代祭服务”是指逝者家属因在
外地或其他原因无法亲临祭扫现场，由
公墓礼仪师代为完成祭扫仪式的殡仪
服务项目。“代祭服务”内容主要涉及擦
拭墓碑、敬献鲜花、点香、简短祭语表
达、三鞠躬礼等环节。“代祭服务”一般
由 2名礼仪师现场完成，其中 1人负责
祭扫，1人负责拍摄，祭扫过程会以照片
形式发给逝者家属。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 3 月 31 日 16
时，哈尔滨市市属四家公墓共计接受
2222份代祭服务预约，其中鲜花和民俗
套餐市民选择各半。此外，今年清明节
期间，佳木斯市殡葬服务机构推出了70
元、80元、100元等三个档位的代祭套餐
服务，并推出“鲜花换纸钱”“丝带寄哀
思”“时空信箱”等活动，提供代敬鲜花、
代挂黄丝带和代写心语卡等简约文明
的替代性服务；大庆市殡葬服务机构推
出 60元至 200元不同档位的代祭套餐
服务，在“云祭平台”进行网上预约，按
照清扫墓穴——敬献祭品——追思致
敬三个环节进行免费代祭祀服务，并通
过微信反馈祭祀服务场景；七台河市各
殡葬服务机构的“代客祭扫”服务分套
餐为 100元、120元、130元，通过拨打电
话向公墓提出申请，由公墓工作人员以
擦拭墓碑、敬献鲜花等方式代为祭扫，
并实时传送图片或视频文档，受到社会
各界好评。

线上线下同追思
“云祭”“共祭”念故人
向阳山革命公墓始建于1979年，这

里，长眠着已逝的革命前辈、英雄人物、
楷模标兵，还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在
今年清明节前夕，向阳山革命公墓举行
了一场庄重的集体共祭活动。记者在
现场看到，设置在安息堂前小广场的共

祭台，两旁摆放着鲜花，心形支架上挂
满了写有“思念”的黄丝带随风飘动，传
递着无尽的思念。

仪式上，24名公墓工作人员以集体
默哀、诵读祭文、敬献鲜花等形式，向安
葬在这里的六万多名逝者献上最高的
礼仪，代替所有逝者亲属，表达深切哀
思，缅怀英雄先烈，感恩遗体捐赠，追思
挚爱故亲。向阳山革命公墓管理中心
主任刘洪滨还告诉记者，工作人员已对
场馆的 56个寄存室、60043个骨灰架位
进行了全部清扫和擦拭，场馆整体环境
经过清理已整洁一新。

4月 1日一大早，在哈尔滨工作的
孙超轻触手机屏幕，简单的几步操作
后，就为已故的姥姥创建了一个“网上
纪念馆”，弥补今年清明期间无法赶回
老家伊春祭拜先人的遗憾。

“选择线上祭祀的市民呈逐年递增
趋势，今年尤为明显。”据伊春巿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清明节期间，伊
春市殡仪馆多元化满足群众祭扫需
求。一是推出了“云祭扫”平台，让逝者
亲属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对故人网上
祭扫、献花等拜祭活动。二是组织殡仪
馆全体职工开展了集中擦扫一次骨灰
格位（墓位）活动，为不能到现场祭扫的
群众代行祭扫之礼。

网上献花、诗朗诵英烈故事、网络
直播祭扫活动……记者了解到，全省各
地还将“清明祭英烈”活动搬到了网上，
党员干部、烈士亲属、社会各界人士纷
纷参与。3月26日10时，哈尔滨烈士陵
园开展了“2022·奋进·网上祭英烈”共
祭活动，抗联老战士、中小学生、志愿者
等社会各界 26.5万人次进入直播间观
看，共同缅怀先烈、致敬英雄。在直播
过程中，网友纷纷留言：“追思先烈 不
拘泥于形式，主要存在于心”“今天的直
播太有教育意义”“希望今后还有这样

的活动”……

“树葬”“花坛葬”
节地生态安葬进行时

近年来，为从根本上解决私埋乱葬
和安葬用地问题，减少传统安葬方式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我省民政部门积极引
导树立绿色殡葬新风尚，推动生态殡葬
发展。

黑河市从解决安葬用地瓶颈入手，
积极解决生态安葬用地需求。“我们民
政部门本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将林地作为节地生态安葬用地，按照相
关政策，不破坏植被、不硬化道路、不建
地上物，对生态葬区进行总体设计规
划，栽种适合树葬的树种，建设生态人
文纪念公园。”黑河市民政局有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说，目前，黑河市已规划
出一期、二期两块树葬用地 28万平方
米，可满足市区未来50年的树葬用地需
求，并已栽植云杉、青千、绿千等四季常
绿树种3000余棵。

同时，黑河市自2019年以来全面落
实国家、省节地生态安葬奖励补助政
策，采取“一扩”，即将爱辉区辖区内农
垦系统纳入生态安葬奖励补贴范围；

“一提”，即将过去补贴个人 400元提高
到 2000元，市、区两级财政部门将奖补
资金列入预算，按季度实行社会化发
放；“一增”，即将原补贴范围由单纯的
骨灰江葬扩大为骨灰树葬、花坛葬、草
坪葬、深埋不留坟头等多种生态安葬方
式等举措，加大安葬方式改革力度。“群
众传统殡葬观念逐渐转变，绿色殡葬深
入人心，群众广泛认同。”黑河市民政局
统计显示，2019年以来，黑河市区共有
457位逝者家属选择了江葬、树葬等节
地生态安葬方式，发放奖补资金91.4万
元，节地生态安葬数量较上一个三年增
长近3倍。

代祭云祭共祭 寄哀思树新风

今年祭扫别样“清”“明”

4月3日，龙凤湿地惊现群鸟争春奇观。上万只鸟在冰水湿地间嬉戏、飞翔。这些鸟中还有国家一类保
护鸟类东方白鹳、丹顶鹤等。还有五颜六色的野鸭子，白色的则是鸥鸟，黑黑的就是鱼类杀手——鸬鹚。

龙凤湿地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说：“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而今年更多。水质一天比一天好，鱼多
了草美了，又赶上迁徙季，才有了群鸟翔集的景观。” 刘为强摄

龙凤湿地群鸟争春

（上接第一版）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先进模式应运而生

垦地融合，是实实在在地融入老百
姓的生产生活中，融入产业发展的蓝图
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

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逐步扩
大，北大荒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
探索出了诸如“北安模式”“小岗模式”等
可复制推广的先进模式。北安区域农服
中心为地方村屯开展全程托管、关键环
节托管等直达式服务，提供包括秸秆还
田免耕、卫星导航播种、分层定量施肥等
30余项技术，带着标准化样板“做给农民
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

北安区域中心总经理吴殿勇向记
者介绍：“截至3月23日，北大荒北安区
域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共落实土地托管
面积89.86万亩，已经全部签订合同，其
中全程托管面积 9.31 万亩，环节托管
面积10.29万亩，技术服务面积70.22万
亩，辐射6市县21个乡镇。向地方辐射
投入品8080吨。辐射地方农村土地面
积36万亩，为农户节约购买资金约250
万元，平均每亩节约6.9元。”

“今年是北安区域农服中心对外拓
展的提升年，依托‘北安模式’，对接黑
河 5市县、齐齐哈尔 2市县进行垦地融
合建设。”吴殿勇对垦地融合的前景充
满信心。

王翠贤介绍，目前垦区内9家区域
农服中心积极与周边市县对接，实施垦
地合作、全域链接，服务对象细分为村集
体、合作社、种植大户。 同时在省内开
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打造全国最大的“农
地运营商”，着力创建国有经济、农村集
体经济、农民合作经济、农户家庭经济

“四位一体”经营共同体，构建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利益共同体。

“北大荒模式”的垦地融合乡村振
兴探索正在广袤的田野上渐次铺开。

“国家队”再发力 书写乡村
振兴大文章

发挥“国家队”“排头兵”作用，充分
释放农业现代化优势，复制北大荒标准
体系、服务体系、经营体系，逐步完成农
村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加快实现农业
现代化——这是北大荒人的责任与担
当。

“2022 年，农地运营面积 5200 万
亩，其中，省内 2200万亩，省外 3000万
亩。”王翠贤提到下一步规划时说，产业
融合是方向，坚持一产为本，逐步向二
三产延伸，同步打造产业链、价值链、利
益链，产业相互渗透，经济相互拉动，让
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这是北大荒人的初心和使命。

王翠贤介绍说，今年将聚焦主业推
进新发展。各区域中心要加大服务力
度，真正让农户做到“省心、省力、省
钱”，以服务带动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实
现业务拓展和创新发展；佳木斯中心将
承接建设高标准农田和黑土地保护等
相关国家专项项目。发挥“育繁推一体
化”优势，构建以商业化育种为核心的
研发创新体系，加快优势品种接续进
程，打造核心竞争力。

2023 年，实现运营农地面积 3000
万亩，带动区域内90万农户，节本增收
20亿元以上；

2025 年，实现稳定运营地方农地
面积5000万亩以上，带动区域内150万
农户，节本增收30亿元以上……

在乡村振兴的视野下，垦地“牵手”
的龙江故事继续生动地讲述着……

从联合到融合
垦地一体书写振兴故事

（上接第一版）在交通物流节能减排方
面，我省将推动绿色铁路、绿色公路、绿色
港口、绿色航道、绿色机场建设，加快完善
绿色交通配套基础设施，积极扩大电力、氢
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交通领域应用。

在农业农村节能减排方面，我省将推
进农村能源消费升级，加快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农业生产和农村
生活中的应用，有序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
暖，提升农村用能电气化水平，探索可再生
能源应用新示范、新模式。

在公共机构领域能效提升方面，我
省将实施《黑龙江省“十四五”公共机构
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划》，扎实推进绿色
化改造、可再生能源替代、绿色办公等

“十大行动”。
在重点区域污染物减排方面，我省将

深化哈大绥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强化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监督机制。制定“十
四五”空气质量改善规划，明确控制目标、
路线图和时间表，科学谋划PM2.5和臭氧
协同治理项目。实施安肇新河、鹤立河、蜚

克图河等劣V类水体水污染防治项目，全
面开展松花江干流入河排污口排查。

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方面，我省将制
定能源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严格合理控
制煤炭消费增长，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
重。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省情，坚持先立
后破，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将传
统能源逐步退出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
替代的基础上。

在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面，我省
将推进原辅材料和产品源头替代工程，以

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行业为重点，提高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低（无）的绿色原辅材
料替代比例，持续开展源头替代、过程控
制和末端治理的挥发性有机物全过程综
合整治。

在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方面，我省
将加快构建集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
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和监测监管
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形
成由城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
境基础设施网络。

我省将实施节能减排十大重点工程

□崔砚泽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董新英

春耕时节，望奎县东郊镇厢兰五村
养殖户周海每隔几天都要开着电动小三
轮来到村口，将家中9头牛产生的粪便倒
进屯外粪污收集点的干粪池内。周海
说：“以前牛粪就堆在院子里，占地方，还
有臭味，这干粪池子可方便了，把粪便都
收集到一起了。”

作为全国首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
县，望奎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252万亩，生
猪、黄肉牛、山绵羊、家禽饲养量分别达
到 198万头、11.2万头、12.5万只和 1150
万只，畜牧养殖量大，粪便产生量多。如
何高效实现种养结合？有效处理牲畜粪

便是县里亟待解决的难题。望奎县借助
绿色农业种养循环试点和黑土地保护利
用项目建设的有利契机，着力构建粪肥
资源化利用种养循环新模式，破解畜禽
粪污“出口”难题，将村屯环境整治、粪污
还田、黑土地资源保护等项工作有机结
合，同步高效推进。

畜牧业中解决“粪”难题，实现资源
化利用，促进绿色发展，黑土地实现一

“增”一“减”。“增”的是土地地力和效益，
“减”的是化肥量。一方面可以培肥地
力，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使土壤板结变
蓬松，“锁”水能力更强，实现黑土地长期
效益；另一方面还可以推动化肥减量，提
高农产品品质和产量，使养殖户、市场主
体、种植户形成利益共享“闭环”。

“村收集、乡选址、县处理”是望奎县
开展粪肥专项整治行动的具体打法。首
先，各村负责将屯收集池内发酵的畜禽
粪便进行清理，并将粪便统一集中堆放
在屯外。乡镇挑选养殖量较大的村屯，
在远离居民区、河流、水源地 500米以上
的一般农田或废弃地，确定粪肥堆沤场
地。望奎县农业农村局将集中收集的粪
便运输到沤肥场，利用作物秸秆和粪便
按比例混拌，再进行 180天的二次发酵，
秋后统一抛撒还田。

该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股负责人
那宏宇说：“粪肥资源化利用种养循环新
模式不仅有效改善了环境，还可以使畜
禽粪便得到合理利用，把粪源变成资源，
可谓是一举两得。”

科学化、长效化的粪肥资源化种养
循环新模式不仅深受广大村民和养殖大
户的青睐，也广泛运用于望奎县各大联
社和各大种植合作社，龙薯联社就是该
模式的受益群体之一。“今年联社耕种的
土地面积是 2.25万亩，3月以来，我们在
所辖区收集了2万立方米的畜禽粪便，采
取集中堆沤的方式进行发酵处理。秋收
后，用大型农机具进行集中还田，将提高
耕地有机质含量和农作物的品质。”龙薯
联社生产负责人唐文学介绍。

目前，粪肥资源化利用种养循环模
式已在全县高效推行，望奎力争在五年
内使全县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 0.2~
0.5个百分点，化肥减量达到5%以上。从
而实现黑土地增地力。

望奎畜禽粪污实现村收集、乡选址、县处理

解决一个难题 化肥减了地力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