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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

乡村振兴谈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

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国有重点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要按照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思路，摸索接续产业发展路子。

一线动态

龙江刺五加
缘何成“香饽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连日来，佳木斯市桦南县明义乡
各村委会门前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乡里免费送我们树苗和鸡雏，让我
们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创收。”朝阳
村的村民高兴地说。

据了解，明义乡把庭院经济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组织农
户共同制定庭院发展规划，实现了政
府引导、村级组织、帮扶人带动、农户
参与的发展格局。引导农户房前化
作“小禽园”，房后变为“小果园”，开
启房前屋后“双模式”。对村内有养
殖意愿的脱贫户发放鸡雏等禽类，让
房前“小禽园”形成规模；对闲置后园
和村内空闲院落栽种果树统一规划，
按“小个体，大群体”的发展模式，将
各家各户的庭院化零为整，促进“小
果园”落地生根。

截至目前，明义乡累计发放鸡雏
5825只、果树苗 3100余棵，激活空闲
土地 35 亩，推动 314 户庭院自力更
生，预计户均稳定增收1000元以上。

桦南
开启房前屋后
致富“双模式”

看看！！俺们小菜园的菜俺们小菜园的菜。。

近日，在伊春市伊美区对山农场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内，一排排温室大
棚矗立田间、排列整齐。“刚过完年我就
开始育苗，去年种了14个棚，今年又加
种2个。马上就要上市了，每栋大棚预
计收入1万多元。”宫忠敬说。

据了解，对山农场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现有大棚76个，高效节能日
光温室 9 栋，果蔬十余种，年产量达
800吨左右。“基地具有寒地特色，具
备果树研究创新、品种展示、技术推
广、教育培训和旅游观光五大功能。
目前，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协调发
展，产业技术密集，效益显著。”基地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此外，基地还发展农业旅游，将
林果采摘游作为重点，进而推动棚室
基地的发展。

伊春
小小果蔬棚
具有多功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日前，在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新
颜村的大球盖菇基地内，村民们忙得
热火朝天。“每年仅靠大球盖菇能赚
将近 3000元！”脱贫户陈显凤笑容满
面地说。

大球盖菇又名“赤松茸”，是国内商
品生产性栽培的珍稀食用菌，生长周期
短、出菇率高，成品鲜菇口感鲜美、营养
丰富。“市场需求量大，栽培技术也不
复杂，还能带动脱贫户增收。”省水利
厅驻新颜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刘
岩说道，“下一步，我们将尽量确保稳
产，亩产值预计可达 2.5万元，真正帮
农民‘菇’起钱袋子。”

据悉，2021年大球盖菇产出效益
为全村 37户脱贫户年均增收 1500元
以上。2022年预计户均增收不低于
1800元。

同江
“菇”起钱袋子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菌丝种植菌丝种植、、基料翻盖基料翻盖。。

“白发童颜叟，山前逐骝骅，问翁何所
得，常服五加茶。”这篇《桂香室杂记》中所
提到“五加茶”的原料就是刺五加。翻看
典籍，会发现古人形容其价值之高堪比黄
金。那么，其在我省发展如何？记者采访
了省内权威专家与制药企业经营者。

“我省刺五加野生蕴藏量居全国首
位。”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春英
说，经过多年深耕，我省已建成了多个刺五
加野生保护区，年产量和市场占有率保持
在全国的80%左右。此外，刺五加市场需
求量较大，仅我省年消耗量就近万吨。

“刺五加为药食两用植物，其根、茎、
叶、果都可以食用，叶子可炒制成刺五加
茶，嫩茎叶是备受人们青睐的山野菜，果浆
可制作刺五加酒和饮料，果实可榨油，制作
肥皂等。”郑春英说，刺五加全身都是宝，其
皂苷所制成的注射液对睡眠具有促进作
用，其果实在民间作为镇定安神药被广泛
应用。所以，刺五加在药用价值上开发潜
力巨大。目前，由刺五加制成的功能性保
健食品、药品的开发研制已具备一定基础，
尤其在复方刺五加新药申报、功能主治增
项、产品换代升级、制备工艺的改进、分析
技术的使用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截至目前，我省已有刺五加相关专利
近 500个，在我省 4家全国医药工业百强
企业中，已有3家生产刺五加类产品。

另外，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大
学等多家科研院校在刺五加种质资源收
集鉴定、栽培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等方面具
有扎实基础，相关企业在刺五加产业二次
开发、工艺技术改进、产业链构建、产业化
推动等方面都有亮眼表现。“相信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黑龙江的刺五加产业定会
发展得越来越好。”郑春英说。

前几天刚插完秧，北安市主星
朝鲜族乡的 100多亩绿色有机水稻
就已完成预售。

为提升产出效益，主星朝鲜族
乡党委政府和当地合作社人员经过
多方考察，结合实际，今年首次推出
了“我在主星有亩田”优质绿色有机
水稻承租认购模式。截至目前，92
位客户认购水稻田150亩，完成预期
目标。

承租认购活动采取“客户+基
地+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客户在主
星朝鲜族乡承租一亩至多亩稻田可
自由选择，租金为 2000元/亩，全程
委托主星朝鲜族乡红光村昌盛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种植。
合作社带头人、红光村党支部

书记刘敬伟说：“水稻种植生产过
程严格执行绿色标准，保证每亩至
少收获 600 斤大米，收获后进行精
细化磨米，市内的客户还可送米到
家。”

主星朝鲜族乡党委书记杜文峰
告诉记者，乡里一定会做好服务，提
高客户参与度和活动信誉度，方便
客户全程参与监督种植。此外，随
着夏季来临，客户来到稻田参观时，
还可享受这里鱼塘免费垂钓服务，
以及农家菜品饮食一次。

据了解，主星朝鲜族乡素有“寒

地鱼米之乡”美誉，是目前黑河市连
片面积最大的寒地水稻主产区。近
年来按照“以稻兴业”的发展思路，
该乡已建设万亩优质水稻示范基地
1处，推广优质品种 5个，种植面积
近6万亩，其中有2万亩进行了有机
认证，已注册“清水源”和“寒地主
星”两个大米品牌。

杜文峰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尝
试拿出了 100多亩稻田按照这种认
购新模式进行种植，没有特意去做
各种营销宣传，可效果不错。个别
代理商还打来电话洽谈明年项目。
这种水稻“认养”模式能防范滞销风
险，缓解资金压力，加强了生产者与

消费者的互动，有利于推广本土品
牌和维系客户。

刘敬伟在谈到市场优势时说，
同品质大米市场单价在七八元钱以
上，“认养”模式省去中间环节，单价
只有3元多，消费者还实现了对稻田
的全程监控，保证了食用安全放心。

今年迈出第一步，主星朝鲜族
乡已提前做好了长远规划：让“认
养”模式实现“千亩”和“万亩”的同
时，他们还计划与二三产紧密挂钩，
与旅游、休闲、文化等具有鲜明朝鲜
民族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田园
综合体项目，使更多农民和消费者
从中受益。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售罄！给这种水稻“认养”模式点赞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邵晶岩 刘剑

刺五加刺五加。。关祥义关祥义摄摄

打出致富
夏有木耳丰收、秋有硕果满枝……
走进黑龙江省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以下简称“尚志管局”）各林场，皆是一派繁忙景象。多年来，尚志管局充分依托

林区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林业经济，以“一场一品”作为示范引领，打出产业“组合拳”，多渠道拓宽林区致富路。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唐海兵

从尚志林场放眼望去，270亩
寒地林果栽培示范基地在蓝天白
云的映衬下显得颇为壮观。龙
丰、海棠、鸡心果等万余株寒地林
果整齐排列，枝头花朵竞相绽放。

“我们定植了龙丰、海棠等
品种近 5万株，去年已有部分树
木结果并上市销售，果品质量及
销售价格都非常好，效益很可
观。待2024年进入丰果期后，预
计亩产鲜果 2.5 吨，亩产值可达
万元以上，270亩示范基地总产
值可达300余万元。”算起寒地林
果的经济账，尚志林场场长王怀
清信心满满。

王怀清告诉记者，寒地林果
抗寒、抗旱、耐瘠薄，非常适合尚
志本地的土壤种植。尚志管
局经过长期调研和多方
考察后，与黑龙江

寒地林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在各林场建设寒地林果示范
基地，以林场为先导作为引领示
范，带动林场职工及周边农民共
同致富。

每到果树栽种季及采摘季，
尚志林场会雇用周边村屯的村民
们参与生产。“我们希望让村民在
收获短期效益的同
时，也学到栽植

技术”。王怀清说，通过一年的引
领示范，已有不少村民加入进
来。“民仁村的李久君已向小九林
场预订了 16000棵寒地林果苗，
准备明年栽种，届时我们会
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帮
助村民将林果产
业做起来。”

在小九林场寒地林果
良种苗木繁育基地内，果
苗在工作人员的呵护下茁
壮成长。在相距不远的元
宝林场，还有 240 亩寒地
林果大苗繁育基地，生长
着 10 余万株 2 年生的龙
丰、海棠果树大苗。

“我们在小九林场苗
圃培育幼苗，在元宝林场
户外栽植大苗，待树苗长
至四五年后再交给村民，
这样会让他们更快享受到
丰收的果实。”元宝林场场
长李玉秋表示，前有栽培

示范，后有苗木保障，尚志
管局的“组合拳”，让村民
们发展林果经济的底气更
足。

在小九林场的苗木繁
育基地内，还有几十栋培
育蟠桃、苹果等南方品种
的大棚，“这是我们的‘南
果北移’项目，我们自己精
心培育的苗木比外面采购
的品质高，果苗的成活率
能达到97%左右。拓展多
品种的林果苗木，可以在
不同季节让林果的选择更
多，形成全品类的林果经
济。”小九林场场长周冠军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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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里花团锦簇基地里花团锦簇。。

新采摘的黑木耳朵状均匀薄厚适中新采摘的黑木耳朵状均匀薄厚适中。。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见习记者 梁金池

“灵芝盆景什么时候有，帮我
留两盆”“你家的灵芝孢子粉货真
价实，我还想给父母买点”……还
未到灵芝成熟季，老街基林场的
订单就已纷纷飞来。

“灵芝栽培收益多，灵芝生长
期可结孢子粉，孢子粉是昂贵的
中药材。灵芝生长期后，还可以
做盆栽，因为其寓意好，销售前景
特别广阔。”老街基林场场长韩金
胜介绍，在尚志管局的大力支持
下，老街基林场自 2020年起与东
北林业大学合作开展了灵芝栽培
技术推广与示范，采用无公害和
规范化管理，仅 2021年就生产出
400盘景观灵芝盆景，并产出灵芝
孢子粉500斤，总产值70余万元。

张大伟是灵芝推广项目的第

一批受益人之一。去年他种了
50 盆灵芝，由于效益可观，今年
增加到 100 盆。“去年我卖了 8 万
多块钱。而且灵芝项目操作简
单，我和我爱人俩人就能干过
来。”张大伟表示，在栽培灵芝的
时候，老街基林场会全程提供技
术指导，教村民如何保持棚内湿
度、温度，让灵芝生长得更好，怎
么收取孢子粉，如何将盆栽做得
更美、更精致等等，手把手地带动
村民致富。

目前，老街基林场正在积极
探索线上销售渠道，以及孢子粉
回收、加工和产品销售渠道，实现
科技推广到产业发展的转换，将
灵芝致富的路子越走越活、越走
越宽。

灵芝生长季灵芝生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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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期。
黑 龙 宫 林

场 的 100 栋
黑木耳大棚内，

鲜嫩光亮的黑色菌
朵自由伸展，开出层层

叠叠的“致富花”。
宋强是黑龙宫林场的一名职

工，曾获省林业系统劳动技能竞赛
“十佳木耳种植能手”。“我们种植
的黑木耳都是自己生产的菌包，质
量好、产量高，收益有保障。”宋强介
绍，自2016年起，尚志管局在黑龙宫
林场建立标准化黑木耳菌包生产车
间，自主研发培育能适应当地生长
条件的优质菌种，已将杂菌率由百
分之一降至万分之一，菌包出耳量
突破1.3两每袋，远高于市场品质。

黑龙宫林场场长杨焕军介绍，

尚志管局分别在黑龙宫林场和帽儿
山林场打造龙林菌业、帽林菌业两
个标准化菌包加工厂，年生产菌包
能力可达500万袋，一部分还远销东
宁、绥阳等地。

“我今年种了 6万袋黑木耳，
两三个月就能收益近10万元。”宋
强满足地说。

在宋强的4栋黑木耳大棚内，
10余个工人正在精心地采摘黑木
耳。“我们是龙宫村的村民，每到
黑木耳采摘季，林场就会雇我们
过来，每天能赚100多元钱。”60岁
的高月霞说。

如今，黑木耳生产已成为尚志
管局的富民产业，建成了帽儿山、
黑龙宫、老街基、一面坡、元宝五个
黑木耳产业基地，形成了从菌包生
产、挂袋种植，到成品现货交易完
整的产业链条。据悉，尚志管局还
将对菌包厂改造升级，拓展元蘑、
榆黄蘑、秋木耳、羊肚菌等食用菌
品种，提高菌包厂利用率，让林菌
产业在尚志管局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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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多渠道拓宽产业之路

一场一品
组合拳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