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日前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时值
北大荒集团 2300万亩水田插秧关键期，急
需大量人工，为此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绥化、
齐齐哈尔、双鸭山等地近 2万名农民赴农
垦地区开展水稻插秧，预计人均劳务收入
1.2万元以上。

按照省委省政府包联重点企业制度，
省农业农村厅提前与北大荒农垦集团联系
对接，全面掌握各农场的水稻插秧用工需
求信息，第一时间通过“省农民劳务输出
网”、微信工作群推送给务工农民，并专门
下发通知，组织各市县引导和动员农民赴
农垦地区务工增收。

同时，绥化市北林区、绥棱县积极与铁
路部门对接联系，开通“插秧专列”运送1.5
万名务农人员前往垦区务工。

坐“专列”插秧去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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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去插秧欢欢喜喜去插秧。。

助力脱贫户春耕

春耕时节，佳木斯市同江市乐业镇曙
平村里一片繁忙景象，但有件事却让脱贫
户王共远和妻子犯了难，20亩水稻田，卷
苗、运苗、摆盘这些活儿，老两口根本应付
不过来。

为此，同江市人民武装部发动干部职
工来到王共远家中助春耕，成为水田里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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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职工在运苗干部职工在运苗。。

春耕正当时
看一片繁忙现场

“黑科技”大显身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产品私人订制
模式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青睐。在汤原县
汤旺乡太阳村菲爱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千亩订单绿色有机水稻田内，插秧机来回
穿梭。

公司总经理牟杨表示，这套智慧农业
设备安装完成后，可以通过水田里的传感
器，实时记录查看光照、水温、气象、墒情、
病虫害等情况。同时，下了订单的用户还
可以通过公众号随时查看自己地块从种到
收到成品大米的全过程。

！强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插秧机在有机水稻田中作业插秧机在有机水稻田中作业。。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抚远这样整治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田间来了一群“科特派”

数字赋能为善策

保护黑土献良策
科技帮农出对策

孙世臣是耕作栽培研究所水
稻研究室主任，也是专攻水稻育
种的省级科技特派员，在其被派
驻海伦市长发镇开展一对一科技
帮扶期间，充分了解镇里对水稻
科技的需求后，为这里提供水稻
优质高产栽培、水稻病虫害综合
防控等技术，并根据镇里水稻生
产实际情况制定水稻科技帮扶具
体方案。

此外，他还借助短视频平台，
通过录制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向
农民讲解水稻生产知识，传授新
技术。

孙世臣说：“帮扶期间，我们
为长发镇建立了水稻新品种筛
选、展示、示范区 15亩，引进水稻
新品种 10个，展示示范新品种及
配套栽培技术 5项。筛选出了适
合这个地区种植的新品种龙稻
1604、龙稻124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选择近年
来该积温区长势、收成表现较好
的水稻品种进行展示，让农民现
场参观，帮他们选择合适品种。

长发镇政府副镇长李源说：
“选种一直是我们农民的难题，
‘科技特派员’帮我们建设‘水稻
品种示范园区’后，让这道难题迎
刃而解。农民在田间遇到种植难
题，随时可以请教他们，少走不少
弯路。”

青冈县是典型的黑土区，过去土地耕层变薄、
土壤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随着“国家第二批黑土
地保护利用试点县”项目落地，以及省级科技特派
员、黑龙江省农科院黑土保护研究院研究员周保库
的到来，情况发生了转变。

青冈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金一鸣说：“通过周
老师的指导，现在我们这里土壤有机质提高3%、黑
土耕层厚度增加2厘米，应用面积20万亩。”

采访中，周保库说：“针对不同地区黑土地实际
情况，我们制定了四项保护模式。”

首先，对黑土层较厚、耕作层薄的地区，采用秸
秆碎混翻埋还田模式。利用 220马力的拖拉机牵
引五铧翻转犁进行深翻。用 170马力以上的拖拉
机牵引玉米秸秆粉碎还田机对玉米秸秆进行粉碎，
粉碎长度小于10厘米，然后加入氮肥，结合深翻将
粉碎的玉米秸秆翻压至耕层25~35厘米之间，活化

心土层，改良原有的土体特性，起到土壤扩库增容
的效果。

其次，在黑土层较薄地区，采用秸秆碎混深松
还田模式。利用 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深松
还田机，打破犁底层，整平耙细起垄达到待播状态，
秸秆还田量达到 40%，可以提高土壤有机质、改良
土壤作用。

三是在半干旱地区，采用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播
种模式。秸秆全部覆盖在田面，次年春用免耕播种
机原垄播种，可以起到保持土壤水分的作用。

最后，结合秋整地，采用有机肥施用综合配套
模式。利用有机肥抛撒机将有机肥均匀抛撒到田
间，把有机肥翻到耕层中，既提高土壤有机质，又增
加作物产量。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青冈县建立黑土地保护监
测评价体系，以便长期进行观测。

绥滨县望江村的农民在省级科技特派员张有
智的帮扶下，尝到了数字农业的甜头。

2018年，省农科院遥感与信息研究所的科技特
派员张有智帮村里建起了“农业示范园区”，并在园区
内安装了自主研发的“农业物联网系统”。

这套系统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通信和网络
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地理学、农学、植
物土壤学等基础学科有机结合，充分实现在农业
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
监测，并定期获取信息；并生成动态空间信息系
统，对农业生产中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形成农

业种植方案。
张有智说，利用数字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达到

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农作物产品和质量。

依农时不同，张有智和团队还会到望江村进
行现场指导答疑，并无偿赠送村民们科技书籍、化
肥等。

近期，他们还将奔赴鹤岗市东山区东方红乡
为其温室大棚安装该系统，让更多农民了解、熟知
数字农业。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解密东北红松子
健康密码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唐海兵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是黑龙江的红松子吗？”“你家是油
炸的还是笨炒的？”“松子五一有优惠吗，
想买点送朋友”……日前，伊春新昊森林
食品有限公司的直播间内，气氛异常火
爆。在众多龙江特产中，红松子受到了格
外的关注。

红松是东北地区特有的树种，主要分
布在小兴安岭、长白山北部等地区，黑龙
江拥有约 80万公顷红松林，红松子产量
全国第一。

不同地区的松子，品质各不相同。得益
于我省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所
产的红松子色泽光亮、个头饱满，吃起来口
感香醇，带着天然的清香；加之近些年我省
对天然红松林的大力保护，最终使每年产出

大批优质、绿色、纯天然的红松子。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特

种食药与生物化工团队首席科学家、国家
保健食品评委王振宇教授表示：“我们以
黑龙江的红松为标本进行系统研究，得出
证明松子确实具有多种生理性功能。”

他举例，其含有的皮诺敛酸对心血管
系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饱和脂肪酸和
磷脂具有增强脑细胞活力，维护脑细胞和
神经功能的作用；红松中的活性物质还能
调节机体代谢，改善生理功能，提高健康
水平，保持肌肤弹性，从而起到延缓衰老、
美容养颜作用。

松子虽然美味营养，却不易得。一棵
红松从栽种到成熟，要经过漫长的岁月。
黑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果
松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杨凯介绍：

“天然红松80年左右才开花结实。”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多么诱人的松子啊多么诱人的松子啊！！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树立勇担使命、潜心研究、创造价
值的激励导向，营造有利于原创成果不断涌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创新生态，激励广大科技人员各展其能、各尽其才。

总书记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谈

乌苏里江的五月是动人的，春风与婉转的
船歌汇做一处，抚慰着人们的心灵，也捎来了
好消息。10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驻抚
远市乌苏镇抓吉赫哲族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记孔辉更新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抚远市乌
苏镇抓吉赫哲族村入围 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推荐名单！”

孔辉说，作为中国陆地最东端的抵边行政

村，抓吉赫哲族村运用“五化”方式，着力打造
村屯环境优美化、最美庭院常态化、旅居生活
舒适化、赫哲特色鲜明化、日常管护网格化的
美丽休闲乡村，让生态、生产、生活融为一体、
互益促进。

记者从抚远市乡村振兴局了解到，抓吉赫
哲族村只是抚远市通过挖掘民族资源打造少
数民族特色风貌村寨的一个缩影。抚远市立
足人口较为聚集和北方特有的满族、朝鲜族和
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科学制定保护与发展规
划，重点支持抚远镇红光赫哲族村、黑瞎子岛
镇南岗赫哲族村、海清镇海旺朝鲜族村等一批
少数民族村寨发展，加快建设党建长廊、便民
服务站、游客接待中心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展
示馆、传统体育竞技场、鱼皮画制作技艺传承
坊等各类功能性场所，形成了各美其美的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布局，着力推动人居环境改善、
民族文化传承、富民产业增收之间的良性循
环。

此外，抚远市还充分考虑地区边境线长抵
边村多、纬度高冬季漫长寒冷等实际情况，在
科学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
抚远市认真谋划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方案，以“1城5镇25村250庭院”为重
点推进美丽宜居示范工程，着力形成梯次推进
与辐射带动。全域推进“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
绿”重点任务，鼓励支持基础条件良好的镇村
先行先试。

“家门就是国门，国门就是家门。”抚远市
全方位支持抵边镇村建设，高度警惕抵边镇村
人口外流问题和边境线虚空化风险，确保抵边
镇村人口稳中有增，坚决扛起边境县守护国防
安全的政治责任。据了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期间，抚远市计划至少投入5000
万元，专项支持黑瞎子岛镇等 7个抵边镇和东
方红村等20余个抵边村，重点用于建设安居宜
居美居乐居环境和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着力打
造中外文化融合、具有异域风情的特色镇村和
龙江民居，发展鲟鱼、蔓越莓、江水大米以及边
境旅游、跨境电商等特色产业，全面提升区域
生态、生产、生活综合吸引力，努力让本地人不
想走、外地人都想来。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梁金池

“春争日，夏争时”。还没进入农忙季，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科技特派员们就开
始在“云上”忙碌起来：一边讲解新品种、传
授新技术，一边为农民答疑解惑。

而这只是“科特派”为农服务的一个
缩影。

自2014年以来，该院累计选派省级
科技特派员2553人次，他们活跃在

农业生产一线，将新政策、新
技术带到农民中间。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孟薇薇

孙世臣等孙世臣等44位博士科技特派员为桦川县创业乡中山村引进高产龙稻田间指导位博士科技特派员为桦川县创业乡中山村引进高产龙稻田间指导。。

美丽的抚远美丽的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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