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种植业推动养殖业 以养殖业带动种植业

总书记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谈
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指出：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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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铁力市：
农商连线促农增收

近日在铁力市桃山镇政府工作人
员的见证下，福兴村党员代表与两家
商超、中铁四局签订了“订单种植蔬菜
收购协议书”，宣告福兴村小菜园正式
开始投入使用。

在签约现场，福兴村党员代表和
两家商超、中铁四局就供菜种类、价
格、品质等情况进行了细致商讨，双方
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签订了“订单种
植蔬菜收购协议书”。

据了解，考虑到村内小菜园种植
蔬菜除了自家食用外仍有富余，福兴
村党支部年初以来积极与镇内的两家
大型商超、在村内居住的中铁四局工
人进行沟通，并与其签订“订单种植蔬
菜收购协议”。此协议签订后，由村级
党组织每天对需求蔬菜进行汇总，并
统一运输到需求点，预计村内每户年
均增收可达1500元。

未来，桃山镇将会继续探索“订
单+村级党组织+农户”新模式，提高农
户种植积极性，激发乡村振兴“乘数效
应”。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签约现场签约现场。。

红小豆：
“红”遍海内外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天池

全国5万网友直播间里围观水稻长势，这
阵仗见过吗？这事就发生在黑龙江孙斌鸿源
农业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稻田里。

全国种粮大户、全国人大代表、公司总经理
孙斌在葱茏稻谷间对记者说：“看它们长得多好，
已经进入孕穗期。”

抬头看，田间醒目地立着四盏白色“路
灯”。这“路灯”有点怪，没灯，却多了其它很
多零部件：太阳板、风向和风速仪等，一块
LED还挂在上面，显示着实时的空气温度、光
照度、湿度、风速、风向等内容。

可别小瞧这“路灯”，能干的事儿可不少。
“好大米是科学种出来的。”孙斌说，“这台智慧
农业设备通过安装在地下的土壤传感器，可以
监测到土壤里的氮磷钾、湿度温度等，实现水
稻各生长期的动态配方施肥和科学灌溉。土
肥水管好了，才能出好大米。”

这种“智慧”不仅用在陆地，更应用在空
中。设备上还安装了空气和光照传感器，可以
实时感知并记录空气温湿度、PM2.5含量、雨
量、光照时间、光辐射等，可以实现水稻各生长
期的动态气象灾害预警和生态环境监测。孙
斌表示，知道了水稻露出地面这部分的环境指
标，我们才能准确把控好水稻的生态状况，让
它们在新鲜的空气里和光照下茁壮成长。

“知道吗？现在看田里长势的不止咱
俩。我们正开着直播呢，现在有 5万多人在

‘云’围观稻田长势。”孙斌指了指机器上的摄
像头，并将手机递了过来。

记者看到，手机显示全国有 5.6万人次观
看，很多网友还在留言互动。

网友“IRIS”：禾苗长得真好！让我们全
面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的科技感。

网友“清创：风中之歌”：好喜欢绿油油
的。“云种稻”真过瘾！

……
全景成像技术被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实

现农场实时远程监控，360度旋转镜头，让消
费者在“云上”将田间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通过安装在田间的智能监控器，配合智
慧窗软件系统实现可视溯源，用户在大米包
装上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看到田间生产情
况，还可以实时与基地负责人喊话。”孙斌告
诉记者：“通过数字农业实现动态追溯分析产
地生产流程和生产要素环境数据，确保农产
品安全性由数据来说话。”

四台设备被设置在企业 280亩的生态鸭
稻田里。孙斌说：“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相结

合，对我们来讲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他进一步解释，从生产端来讲，让他们拥有

精准的科学参照依据，来指导田间生产；从消费
端来讲，为消费者提供可信度更高的产品；对于
企业来讲，则提升了品牌知名度，更为科研育种
提供了科学、有指导性的大数据参考方案。

对于智慧农业未来在企业的应用，孙斌
表示，我们将通过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
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让企业不断迈向
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
力。

实现水稻各生长期的
生态环境监测和动态
气象灾害预警

7月盛夏，密山市汇泉红小豆专业合
作社，上万亩红小豆已进入初花期，翠绿的
枝叶间零星点缀着几点黄，再过几天这里
将被大片灿烂的黄色花朵铺满。

“红小豆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矿
物质、维生素等多种微量元素，是药食同源
作物。”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豆类
研究室主任、作物学博士王强介绍，红小豆
中富含18种氨基酸，尤其是赖氨酸和精氨
酸 含 量 较 高 ，其 蛋 白 质 含 量 均 值 为
22.56%，是近年来备受追捧的养生食品之
一。

古籍中对红小豆的食疗和药用价值早
有记载。唐代《食疗本草》曰：“红小豆和鲤
鱼煮烂食之，散气，去关节烦热。”明代《本
草纲目》记载：“红小豆小而色赤，心之谷
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肠，能入阴分，治有形
之病，放行津液”。

黑龙江盛产红小豆，这里地处中高纬
度，雨热同季，日照充足，降水适度，昼夜温
差大，无霜期短，有利于干物质积累。肥沃
的土质，适宜的气温，丰足的雨水，独特的
光热条件，为红小豆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健
康发育环境。其中，宝清是传统的“红小豆
之乡”，“宝清红小豆”2005年被评为地理标
志产品。萝北红小豆产业发展迅速，逐渐
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红小豆产销集散地，2017
年“萝北红小豆”被评为地理标志品牌。

密山汇泉红小豆专业合作社与宝清接
壤，地处优质红小豆产区，现有社员28户，
年生产合作经营面积达 10000余亩，已建
成集红小豆推广种植、回收加工、贸易销售
为一体的成熟链条。“合作社通过选取优质
红小豆品种，先进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
理，使得种出的红小豆品质佳、产量高，具
有籽粒大、色泽鲜艳、皮薄味香、豆沙含量
高等特点。”合作社代理理事长邓刚介绍，
合作社与国内各大食品加工厂建立长期供
应合作，其产出的红小豆满足出口国际的
各项品质需求，获得韩国、日本等国际市场
的一致好评。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在同江市三村镇拉起河村村民自
家菜园里，未成熟的红高粱微风一吹，
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泛起绿浪。在自
家菜园种红高粱，成为村民增收新渠
道。

刘桂华是拉起河村村民，从去年
开始利用闲置菜园种红高粱，每年增
收 3000元，真正将自家庭院的“方寸
地”建成了“增收园”。

据了解，拉起河村积极探索“党支
部+农户”发展模式，持续拓宽高粱种
植面积，提升高粱种植技术水平，确保
高粱高产丰收、农户增收。红高粱成
熟后，村里及时与当地酒厂进行对接，
确保农户种得出、有销路，为农民增收
上了保险锁。

近年来，拉起河村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大力发展农
业产业，在突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足
功夫，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同江市：
庭院建成“增收园”

巾帼示范高粱菜园巾帼示范高粱菜园。。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国家乡村振兴局日前发布，今年
上半年，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脱贫攻
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牢牢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没有发生规模性
返贫现象。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司长许健
民说，截至目前，65%的监测对象已消
除返贫风险，其余均落实了帮扶措施，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也将消除（返贫）风
险。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我
国将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纳入脱贫人口
稳岗就业帮扶政策范围，允许中央衔
接资金用于跨省就业交通补助和乡村
公益性岗位补助。今年上半年，各地
通过产业就业帮扶，增加脱贫户收
入。截至 6月底，中西部 22个省份共
有就业帮扶车间3.4万个，吸纳脱贫人
口达到 43.3万人。此外，东西部协作
扶贫由过去东部集中力量帮扶中西部
地区，调整成东部集中力量帮扶西部
地区。

来源：央视网

上半年脱贫攻坚成果
得到巩固拓展

通过产业就业帮扶
增加脱贫户收入

夏日午后的阳光洒在绥化市海伦市原野养
牛农民专业合作社整齐的牛舍内，300头肉牛正
悠闲地站在空地上嚼着美味的饲草。草料间里，
合作社理事长王君福正在和工人们一起给肉牛
准备晚餐。“这些青贮饲料就是今天肉牛们的晚
饭。”王君福指着地上一堆码放整齐的饲草说。这
种饲草叫青贮饲料，是鲜食玉米的秸秆通过青贮技
术加工而成。“这种饲料适口性强，300头牛一顿就
要吃掉2吨多。”王君福说。

在牛舍前面，记者还发现了一处水泥砌成的
空地，堆放着很多青贮饲料，饲料堆的上部有一
层塑料覆盖。王君福说这里是青贮窖，前一年的
鲜食玉米秸秆在离田粉碎后被放置于此，乳酸菌
制剂与酶制剂的加入让秸秆中的营养成分更多
地保留下来，肉牛吃了长得更壮。“两个月前，我
们刚整头出售了一批牛，每头肉牛的利润可以达
到 1000元到 2000元。青贮饲料的成本远低于普

通饲料，算下来，利润非常可观。”
“农田、青贮、秸秆、肉牛、牛粪，如果能把这些

有效利用起来，进行生态有机种养殖，实现良性循
环发展，前景和‘钱景’都不会差。”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刘春龙告诉记
者，王君福合作社的农业模式是中科院基于“粮饲
（鲜食玉米）轮作与肉牛一体化”的种养循环黑土
地保护利用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个示范样板。

“王君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养牛大户，过去肉牛
产出的粪肥被随意弃置，这是对肥料资源的浪费，还
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刘春龙说，种植养殖分离是我
省传统农业的一个写照，而新型种养循环模式就是
针对我省种植与养殖脱离的实际，以“种养结合——
农牧循环——生态发展”为目标，实现黑土耕地质量
的提升与农业绿色的协同高效发展。

这一技术融合了粮食作物与青贮玉米或鲜
食玉米轮作、秸秆青贮及瘤胃调控剂高效养殖等

农业生产中种养环节，重点通过集成青贮玉米高
效种植技术、青贮高效加工技术、TMR全混合日
粮配方优化技术等农业关键技术，构建出符合本
地区域特色的种养循环模式，不仅提升了黑土耕
地质量和粮食产能，而且促进了区域畜牧业与种
植业协调发展，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为
乡村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撑。

“青贮饲料养肥了牛，牛粪上到地里又壮了
庄稼，合作社正在逐步探索高效循环农业发展轨
道。”刘春龙和王君福都认为，以种植业推动养殖
业，以养殖业带动种植业，发展循环经济，这才是
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种养循环新模式
串起绿色

龙江农业好品牌之友谊大豆

成熟的红小豆成熟的红小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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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斌孙斌（（右一右一））从手从手
机查看水稻长势机查看水稻长势。。

智慧农业智慧农业线上围观线上围观
5万网友直呼“云种稻过瘾”

智慧农业管理中心已成为智慧农业管理中心已成为
企业对外展示的重要平台企业对外展示的重要平台。。

55万余人万余人““围观围观””水稻长势水稻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