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不到吧，这种寒地特色小浆
果在劳动节开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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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强调——
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总书记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谈

码上端详

春光无限好，农忙正当时。眼下正是木耳菌包进大棚的时节，在克东县宝泉镇富民村的木耳养殖大棚
内，一袋袋满载希望与收获的菌包整齐排列，待到6月，便会结出一簇簇肥厚饱满的菌朵。

这几天，70岁的村民史立江格外忙碌，作为木耳大棚的工作人员，他跟着搬运菌包、维修塑料膜、清理
现场，忙进忙出，干劲十足。

“以前我是我们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自从省林草局到富民村开展定点帮扶工作，我在木耳大棚打工，
每年都有不少收入，不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日子也越过越好。”史立江高兴地说。

入春以来，村民胥桂荣一点没闲着，因为村
里的林富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又购置了110头猪
仔。作为小猪们的饲养员，胥桂荣几乎每天从早
忙到晚。

谈及自己的生活，胥桂荣表示，现在她在合
作社喂猪，一年收入 3万多。“我这么大岁数能赚
这些，已经很知足了。”62岁的胥桂荣笑着说。

省林草局驻克东县宝泉镇富民村工作队长、
第一书记冯曦告诉记者，在省林草局的支持及几
任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现在村里不仅有木耳、
生猪产业，还有苗木花卉和林果项目，村民们可
以从多渠道致富增收。

“2017年省林草局按照省委统一安排部署，
在克东县宝泉镇富民村开展定点帮扶工作，几任
工作队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2019
年富民村 150户贫困户全部出列，如今富民村已
成为有产业支撑的‘小康村’。”冯曦说。

据了解，富民村的生猪产业是采取合同管
理，大户领办、贫困户参与、收益保底的模式进
行，2017年至2021年，累计出栏生猪980余头，实
现销售收入600余万元。

在富民村，记者还见到了庆安国有林场管理
局派驻的苗木花卉产业负责人张连飞、技术员王
忠伟和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派驻的黑木耳产业
技术员许志浩。冯曦介绍，苗木花卉产业和黑木
耳产业分别是由庆安、尚志两个管理局与富民村
合作经营，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

“截至 2021年，庆安管局协助建设苗木基地
114亩，累计栽培苗木 276万株，带动贫困户分红
450户次，项目用工 4564个，村民务工收入 50余
万元。尚志管局累计投入菌袋45万袋，生产黑木
耳 51000斤，带动贫困户分红 450户次，项目用工
3240人次，村民务工收入30余万元。”冯曦一笔笔
向记者展示着富民村的“致富经”。

2021年，庆安管局还出资70万元在村民房前
屋后和村机动地栽植了 4400株果树。待 2023年
进入丰产期后，村集体年收入将增加8万至10万
元。

一想到房前屋后皆是花艳果熟的场面，村民
们便笑开了花。

在富民村的万平幸福大院养老中心
内，身着鲜艳秧歌服的村民们尽情地舞动
身姿，喜悦从心底爬上嘴角眉梢。

冯曦告诉记者，万平幸福大院养老中
心是第一任工作队长协调克东县民政、住
建等部门共同投资修建的，让村里的五保
户、低保户和无房户等四类人员实现了

“老有所养”，解决了老人们的生活难题。
“每年7月我们会召开村民运动会，购

买奖品分发给村民，激励大家积极参与家
庭洁净行动和文体活动。”冯曦介绍，省林
草局直属单位宾西示范林场于 2018年投
资 28万元，为富民村 10个自然屯安装了

140余盏太阳能路灯，照亮村民的回家路。
另外，驻村工作队还创新医疗扶贫模式，

积极为村民提供医疗、科技等方面的服务。“驻
村工作队协调省森工总医院和富民村签订医
疗扶贫协议，开通问诊咨询热线，目前全村义
诊4次、1600余人次，捐药12万余元。”冯曦说。

在防疫特殊时期，为保障全村种植养
殖稳定收入，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省农科
院、省林科院、省动物疫病防控中心开通
专家服务热线，为村民种植养殖提供最有
力、最直接的服务保障。“我们的目标不仅
是让富民村‘富’起来，还要让整个村成为
乡村振兴的示范村。”冯曦说。

在富民村定点帮扶的日子里，几任
驻村干部通过实践发现，村级班子是推
进定点帮扶的主力，能否发挥村“两委”
的作用事关帮扶工作成败。

“我们继承开展了‘精品党建引领
精准扶贫’工程，结合走村入户对村干
部和群众了解情况，在村‘两委’换届中
积极向镇党委汇报情况，坚持把能干
事、敢担当，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
志推举到班子。”冯曦表示，他们还注重
村级后备力量培养，不断输送村民到专
业院校进行培养，学习计算机、财会等
业务技能，提升文化素质。

34岁的时继顺，是富民村现任党支
部书记，但若提起从前，他颇有感触：

“早些年，我还只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打

工人，2018年驻村工作队送我到齐齐哈
尔林校进修，2019年被村党支部和工作
队发展成为党员，才一步步有了今天。”

在扶贫工作中，驻村工作队探索创
建了“双培养、双带动”模式，坚持把党
员培养成致富能人、把致富能人培养成
党员，把村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
致富带头人培养成村干部，以“党员+
贫困户+致富项目”、“致富带头人+贫
困户+扶贫产业”的双向带动模式，为
富民村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我们村，有困难就找党支部，有
问题就找党员干部，党员做给群众看，
积极带领群众干，相信以后的日子，一
定会更加红火。”对于富民村未来的发
展前景，冯曦斗志昂扬且信心满满。

增收渠道多村民笑开颜

为“四类人”建起养老中心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唐海兵

省林草局驻村工作队助民增收、助村变美

富民村 起来了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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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就得
有个好支部

生猪产业生猪产业。。

林果经济大棚林果经济大棚。。

幸福大院老年秧歌队幸福大院老年秧歌队。。

开展党建活动开展党建活动。。

木耳菌包进大棚木耳菌包进大棚。。

林果经济基地林果经济基地。。

农业农村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哈尔滨）副主任张瑞英在多年检测中
发现，黑龙江出产的稻米垩白度较低，蛋白质
含量在 6%～8%之间，直链淀粉含量在 15%～
18%之间，胶稠度在 75mm～86mm之间，色泽
洁白透亮，米香浓郁扑鼻，口感细腻绵软且不
易回生。

黑龙江耕地质量好，土壤有机质平均含
量36.2g/kg。

“我们的稻田有专属假期。”省农业科学
院耕作栽培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孙世臣介
绍，每年 10 月到次年 4 月，稻田得以休养生
息。到了生育旺季，水稻每天可以享受到超
过 15小时的超级日光浴，昼夜温差更利于光
合产物的积累，提高产量。

另外，全省大多数稻区灌浆结实期温度
均比较适宜，这是龙江优质稻米生产的基础
保障。

“黑龙江自本世纪初在全国率先实施了
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和种子工程。”孙世臣介
绍，“五优稻 4 号”“龙稻 18”“松粳 22”“松粳
28”……这些粳稻明星助力龙江优质稻米始
终处在全国领先地位。

2020年，“寒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
新品种”被评选为国家“十三五”农业科技十
大标志性成果。“龙粳 31”更是彻底取代了称
霸黑龙江省十余年的外国品种，连续多年成
为省内种植面积最大的粳稻品种。

无污染、天然生态是黑龙江生产包括水
稻在内的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优势所在。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我省在全国率先发
展绿色食品，现已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另外，化肥、农药的“双减”也让龙
江水稻长势更好，产量大幅提高。

最新数据信息显示，我省“五常大
米”“佳木斯大米”“东宁黑木耳”“方正
大米”“玉泉酒”等 16 个地理标志产品
品牌中有 15 个价值超过亿元，有 5 个
产品超过100亿元，品牌价值评价总额
达1551亿元……一方面是这些品牌一
路飘红，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优良品质
的农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农产品
要出于产地，高于产地，从田间地头到
厨房餐桌，卖得贵卖得持久，就一定要
打造好品牌利用好品牌。

为了讲好龙江农业品牌故事，推
动品牌增值，培育塑强省级区域公用
品牌，形成优势产业连片聚集效应，本
报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品牌农业专
班联合推出“龙江农业好品牌”专题，
助力龙江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 ——编者

农业发展
品牌赋能

三农“云”串门

龙江稻种运输忙龙江稻种运输忙。。（（本报资料片本报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