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电商平台 激活庭院经济
带动手工产业 促进乡村治理

□文/摄 本报记者 宋晨曦

一年大变样一年大变样！！

帮农民找销路

肇东400万斤萝卜
急需大订单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即将丰收的萝卜即将丰收的萝卜。。

9月中旬，肇东市五站镇 400亩碧
绿的萝卜田进入丰收期，400万斤萝卜
即将开拔，但眼看着丰收场景，种植户
孙波却遇到了难题。

“原本是为山东一家泡菜厂种的，
可现在订单出了问题。”孙波向记者介
绍，预计萝卜产量在 400万斤左右，希
望能尽快找到大买家。

孙波表示，萝卜收获讲究一个
“快”。到了成熟期，如果“起晚了”，萝
卜在地里越长越大，不光影响口感，还
会造成生长过度、烂芯等情况。但按时
收获却没卖出去，放几天后会因缺少水
分而变质，真着急啊！

“我们这批萝卜精选的是韩国泡
菜萝卜品种，种子就比普通白萝卜贵
一倍，口感更脆更甜，无论是生吃、炒
菜、做酱菜，都非常好。”孙波说。

“现在我们需要大订单支持，无论
是本省或是外省的企业都可以，让农
户们的劳动有所收获就好！”孙波满含
期待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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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唐海兵
本报记者 吴玉玺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时值9月，蔓越莓即将迎来丰收季。蔓越
莓，又称蔓越橘、小红莓，原产于北美高寒湿
地，具有很高的药用和保健价值，被评为北美
三大健康水果之首，享有“北美红宝石”的美
誉。

蔓越莓中含有丰富的VC、类黄酮素及果
胶，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维持肌肤年轻
健康的秘诀。蔓越莓拥有超强抗氧化的黄铜
醇和A2型原花青素，A2型原花青素的抗氧化
能力是VC的20倍，VE的50倍，具有清除体内
细菌的独特功效。蔓越莓中还含有一种特殊
化合物——浓缩单宁酸，可有效抑制幽门螺旋
杆菌附着于肠胃内，降低胃溃疡及胃癌的发生
率。同时，蔓越莓也具有改善便秘，帮助排出
体内毒素及多余脂肪，预防老年痴呆、减少心
血管老化病变等多种功效，有“超级水果”之
称。

除食用鲜果外，蔓越莓常被加工成蔓越莓
冻果、蔓越莓果干、蔓越莓果汁、蔓越莓果酱等
产品。因其独特的酸味和浓郁的口感，也常被
广泛用于烘焙、制酒等行业，成为上佳的原料。

“蔓越莓喜好凉爽环境，对土壤要求高，需
要湿润的泥炭土壤，因为这种土壤透气性和排
水性好,能满足蔓越莓大规模水收的需求。”抚
远红海植业蔓越莓种植基地总经理李峰介绍，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
地势低洼，冬季寒冷漫长，夏季炎热多雨，良好
的水环境为蔓越莓水收提供了充足条件。

2014年，抚远红海植业蔓越莓种植基地
建立，2018年迎来首次收获，填补了蔓越莓依
赖进口的国内空白。如今，抚远蔓越莓已发展
成为佳木斯一张闪亮的名片，成为享誉全国的
龙江特色产品。

值得骄傲的是，国内首个蔓越莓研发中心
已在抚远破土动工，搭乘神舟14号进入太空
的蔓越莓种子将在这里进行培育研发，这将填
补我国在蔓越莓研发领域的空白，为黑龙江生
物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龙江蔓越莓
“红”全国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日前
《黑龙江省 2022年家庭农场发展项目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出台。
《方案》明确，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
2022年度新评定的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每个奖补8万元；对2019年度市级
示范（已获得过 2万元奖补资金）升级
为省级示范的家庭农场，每个奖补 6
万元。

《方案》提出项目资金重点使用方
向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包括流转土
地，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引进改良
和应用新技术、新品种，建造或改造圈
舍和池塘，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畜禽疫
病绿色防治等；农产品市场营销。包
括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及其生产基地和原产地标志等认
证，开展农产品商标注册、包装与设
计、品牌建设与推广，利用“互联网+”
平台发展电子商务，积极参加各类农
产品推介展销活动等；规范自身经营
管理活动。建立健全农业生产和财务
收支记录，创新规范实用的经营管理
模式。同时，积极组织或参加农业政
策、技术等各类培训等。

省级将不定期对项目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抽查，对违规使用项目资金的，
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该县（市、区）下
年度省级示范场申报推荐资格。

每个8万！

我省奖补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本报记者 李天池

7日，黑龙江省农业高新技术产品
综合市场暨省农科院种子市场（一期）
入驻仪式在黑龙江省农科院举行，省
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大豆研究所
等16家单位成为首批入驻单位。

“省农科院种子市场也是黑龙江
省农业高新技术产品综合市场。”省农
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娣介绍，（一期）
改造升级工作是省农科院实施省委省
政府种子振兴行动的重要举措，同时
也是省农科院重塑具有新时代特色和
品牌影响力的黑龙江省农业高新技术
产品综合市场的一个重要决定。

“种子市场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
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平台。”作为首批入
驻单位负责人，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
所长张必弦说，这一平台的建立有助
于科技成果孵化、展示和推广，助推科
技农业向品牌农业进军。“我相信这个
平台将带领更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将
自己的成果再次进行孵化，引领农业
成果落地生根转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省农科院种子市场
开市啦

□文/摄 董擎辉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为首批入驻单位颁发钥匙为首批入驻单位颁发钥匙。。

在今年前两季度的星级庭院评比活动
中，村民刘庆东两次获得“三星庭院”和 200
个振兴币的奖励，在振兴超市换了个电磁炉。

为探索、促进基层治理方式转变，激发村
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农民
主体缺位、民主管理水平不高、村级组织号召
力趋弱等问题，驻村工作队另辟蹊径，牵头建
立了振兴超市。协调黑龙江航运集团捐赠了
价值5万余元的商品，涵盖了40类500余件，
大到电视机、自行车、行李箱，小到面巾纸、拖
布、保温杯，所有商品均由振兴币来兑换支付。

为了公平公正，由北山村两委、驻村工作队
和村民代表共同成立评审小组，结合村里实际，
将村民的日常行为转化为可以量化、评价的数
据指标，细化出人居环境、乡风文明、益行公善、
移风易俗、表彰奖励、配合工作等6类积分标

准，例如每季度评比星级庭院，获得“三星庭院”
奖励100个振兴币，“二星庭院”奖励60个振兴
币，“一星庭院”奖励30个振兴币；党员根据每
月学习强国积分同样可兑换数量不等的振兴
币。脱贫户孟宪章告诉记者，他已攒了350个
振兴币，“争取年底前，换那台需要450个振兴
币的自行车。”田野说，振兴币推行以来得到
村民积极响应，大家真正把“要我干”变成

“我要干”；“对付干”变成“好好干”。真正做
到了让村规民约从墙上走到实际生活中来，
形成良性循环态势。

谈到接下来的驻村工作，田野斗志满满：
“一年多的驻村生活，我们早已把群众当成了
亲人，我们将继续与北山村两委成员密切配
合，带领北山村全体村民发展产业、稳定就业，
让北山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有了振兴币激励“要我干”变成“我要干”

在大庆市林甸县有一家帮扶
产品协会，为产销对接形成了好机
制，为乡村培育了好产业，为脱贫
群众增收闯出了好路子，为社会参
与提供了好平台，去年销售额达亿
元以上。日前，记者走进这一社会
团体，看它如何实现帮扶企业和脱
贫群众利益双赢。

每天凌晨 3时，宏伟乡全胜村
的蔬菜种植户们就摘好了蔬菜，帮
扶产品协会的经纪人现场按当日
菜价、质量定价收购，采购完直接
配送到市县多家超市内。

“这些农家蔬菜将被摆放到扶
贫专区的货架上销售，现在每天
都能卖出一万多斤。”该协会会长
丁大勇介绍，协会成立于 2021年 1
月，是全省首家以消费帮扶产品
生产经营企业为组建对象成立的
社会团体，目前已吸引 33家本土

企业加入，架起了政府、企业、农
户之间联系的桥梁，搭建了企业
合作交流、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的
平台。

丁大勇说，协会对会员企业的
产品开发、包装设计等关键环节分
析研判，不断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
市场竞争力，促进脱贫户稳定增
收。

作为协会的会员企业之一，林
甸县北鑫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持
续推进帮扶工作，目前该合作社已
安置附近几个村超 200人就业，近
百人是脱贫户。合作社每年还定
期为帮扶对象发放鸡雏、鹅雏，入
秋后再帮助回收和销售。

目前，协会已与中国贸促会、
北京市公安局、大庆市税务局等
500多家单位形成定期采购关系。
帮扶产品协会抱团拓宽了销售渠

道，提升了帮扶产品供应水平和品
牌形象，极大地提升了林甸县消费
帮扶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抱团的目的是发展壮大，归根
结底是更好地促进消费帮扶。该
协会的会员企业拿出销售额的 2%
至 3%作为帮扶资金，每季度销售
额高于 10万元按照 2%，低于 10万
元按照 3%，在政府的监管下，统一
汇总到林甸帮扶产品协会账户，建
立起帮扶基金，帮助边缘户、脱贫
户等应对突发情况。

截至目前，协会已累计发放各
类救助款超过45万元，一股股暖流
涌入了300多个急需帮助的家庭。

另外，协会还探索出一套“共
享客户”模式。目前，该协会帮助
27家企业入驻扶贫电商 832平台，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销售额超过
7000万元。

消费帮扶基地。帮扶基地内的产品帮扶基地内的产品。。

9月初，正是饶河县西林子乡
北山村小园玉米收获的季节。走
进村子，村民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
见，采摘、装袋……忙得不亦乐乎。

装好袋的玉米被整齐地摆放
在院子门口，现在村民们就等着他
来。

他是谁？他就是黑龙江航运
集团驻饶河县北山村第一书记田
野。2日 5时，田野起个大早，开着
小货车挨家挨户收玉米，然后送到
县里加工厂。“看这颗粒多饱满，绝
对能卖个好价钱。”田野说。

2021年 6月，黑龙江航运集团
首次接到驻村任务，一年多来，驻
村工作队走村入户访村情、听民声、
讲政策，发挥国有企业优势创办电
商平台、成立集体企业、推广乡村治
理积分制，在增加村民收入、提升治
理能力上闯出了一条新路。

“我 3点就起来掰包米了，这包米要出
钱了。”77岁的脱贫户孟宪章如是说。春天
时，工作队免费给全村农户发放鲜食玉米种
子，现在以每棒玉米高于市场价 0.1元价格
回收。像孟宪章这样的脱贫户，仅小园玉
米一项，每年就能增收2000余元。

“没想到，坐在炕头上，动动手就能赚到
钱，这比在外面打工轻松多了。”59岁的村民
张凤云说。妇女们熟练地泡米、和面、烀馅、
包制、蒸熟、冷冻，忙得不亦乐乎，每天能够
制作豆包 1000多个，打好包装后，每个豆包
卖到了 1元钱，短短 20天，每名妇女就能增
收2000元。

田野介绍，村里像她这样冬天赋闲在家
的妇女有很多，没有多余的收入来源。田野
说：“农村妇女擅长做大锅饭、农家菜、很多
人做面食都是好手。所以工作队将她们组

织起来，开展手工粘豆包生产，并组织加工
包装，再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到外地。”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驻村工
作队坚持把培育特色产业作为兴村富民的
第一要务，结合北山村实际，打出了产业发
展的“组合拳”，确定了“电商+庭院经济+乡
村手工”的产业发展模式。

工作队员李泽宇介绍，他们帮助村里注
册了“北山公社”商标，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利用村民小菜园种植鲜食玉米 20亩、杂粮
杂豆 10亩，推出“北山公社甜糯玉米”“北山
公社五谷粥米”“北山公社精品杂粮”等自有
产品。充分利用媒体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力，
打响品牌名号，拓宽销售渠道，以数字化、网
络化驱动产业发展，促进农产品销售增收。
北山村党支部书记秦臣臣带头办起了企业，
成立公司和合作社。

土特产搭乘电商快车
十个月卖了100多万

庭院经济+乡村手工 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

□文/摄 通讯员 龚占德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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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村民徐云龙拎
着一大袋小黄蘑来到了驻村工作
队驻地。“这是我采的蘑菇，可干净
了，田书记啊，你能不能帮我在网
上卖卖？”工作队将蘑菇分装拍照
后，挂到了电商平台上，不到一天，
15斤蘑菇销售一空。徐云龙收到
1500元货款后，高兴得非要请工作
队到家里吃饭。

2021 年，工作队牵头成立了
“北山农品电商平台”，销售村里自
产的蜂蜜、杂粮、山货、小笨鸡、鸡
蛋、鸭蛋等农特产品，当年 12月运
营至今，销售额100余万元，为村集
体创造纯利润15万元。过年时，还
用赚的钱给全村百姓发了春节福
利。

村民见通过电商平台赚到了
钱，也纷纷为平台提供优质农产
品。田野介绍，做电商平台运营
还得靠年轻人，于是工作队劝说
村里有文化的年轻人留在家乡，
帮他们注册网店、运营平台，并申
请资金送他们去学习电商知识。
如今，村里的“90后”姑娘李婷已
经是成手，上架新品、制作产品主
图和详情页……样样熟练。

玉米加工现场玉米加工现场。。

玉米采摘等待运输玉米采摘等待运输。。

乡村大喇叭

一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