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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一线传真

别家结果它长苗儿
草莓为啥“唱反调”？

“咕咕咕……”每当太阳升起，抚远
市通江镇东红村脱贫户单炳义家就热
闹了起来，嘹亮的鸡叫声像是对人们诉
说着一家人生活的改变。

在单炳义家的墙上贴着一张《增收
目标动态核查和帮扶举措推进落实情
况表》（下简称《增收动态核查表》）。村
保洁员收入、秸秆压块项目分红、光伏
项目分红、自主增收奖补……详细记录
了家中的每一个进项。

“去年单炳义家共有 14 项增收举
措，家庭人均收入 15134.39元，今年他
家有 11项增收措施，虽然减少了 3项，
却有 6项收入即将增长，预计家庭人均
收入达17859.39元，增幅18.06%。”讲起
单炳义家的情况，东红村支部书记王立
春如数家珍。“今年单炳义家最大的增收
进项就是养鸡。”王立春说，单炳义家的
养鸡产业从25只扩大到100只，于是村
里锁定单炳义家增收的风险点和发力
点，帮助其搞好养殖和后续销售，确保不
出现鸡瘟和卖不出、卖不上价等问题，发
挥应有的稳增收支撑作用。

“自从鸡仔抓回来，驻村干部们来
看了好几次，不仅找专家来指导养殖，
还帮我提前对接销路，让我心里特别有
底。”单炳义说。

抚远市乡村振兴局局长付冬娟介
绍，自2022年初以来，抚远市把“推动脱
贫户（监测户）在较高收入基数基础上继
续实现稳定增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按照“四个体系”
要求和地区工作实际创新设计的《抚远市
脱贫户（监测户）2022年增收目标动态核
查和帮扶举措推进落实情况表》，一项项
比对收入，家家户户上墙明示。

《增收动态核查表》要求驻村第一
书记、村主要负责人、帮扶责任人、帮扶
户“四方联签”，表内还对应“推进中”、

“已达成”、“未完成”，核查后对各类因
素导致脱贫户（监测户）收入总体下降
的，进行追责问责。

“核查表不仅能够提高‘因户因人’
谋划落实增收举措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也能让帮扶户认识到自己是如何实现
增收的，从而激发其内生动力，朝着生
活富裕努力前进。”付冬娟说。

□文/摄 肖琳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2021年，抚远市脱贫人口人均收
入18757元，高于全省5000多元，是全
省有脱贫人口的县（市）中收入最高的
地区。

2022年初以来，抚远市坚持把“推
动脱贫户（监测户）在较高收入基数基
础上继续实现稳定增收”作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坚持“精
准方略”“责任落实”“帮扶到位”，有效
助推乡村振兴工作再上一层楼。

抚远市浓桥镇东方红村，凌
晨4点，“粉皮大娘”屈晶家的灯
便亮了起来。当天她要制作150
张粉皮，送到市里的各大超市
去。生火、烧水、备料、调浆、捞
制……一系列动作十分娴熟。

“我做拉皮有 20 来年了。
多亏咱村里的干部们积极帮我
联系销路，现在你们去市里超
市买的拉皮都是我做的。”

走进屈晶家小院，房前是
绿油油的小菜园，房后是金灿
灿玉米田，宽敞亮堂的大炕屋
里，摆满了驻村工作队送来的

米面粮油。“为全方面帮扶到
位，驻村工作队帮助屈晶新建
了 60平方米的彩钢房，以及 30
平方米粉皮作坊。为让小院更
整洁，我们还拉来了旧砖，帮她
垫了庭院，种了花。”东方红村
驻村工作队队长张雷说，2020
年屈晶仅粉皮收入就达 1.44万
元，再加上小菜园、低保金及村
里的一系列帮扶政策，她年收
入 3.4万元，因此荣获了省脱贫
攻坚“奋进奖”。

“干部们不仅帮我盖房子、
修院子，还帮我弄了室内厕所，

安了坐式马桶……”讲起村里
为她做的一切，屈晶滔滔不绝，

“有了村干部们的关心和帮助，
我现在吃、穿、住、看病全都不
愁，每年还能存不少钱。”

考虑到她一人独居，每次
路过屈晶家，村干部们都会下
意识地进去看看。“如今大娘家
里就剩她自己，我们就是她的
儿女亲戚。我们要让大娘一个
人的晚年生活过得既有奔头，
又有安全感，就像她做的拉皮
一样，亮晶晶、软乎乎、热腾腾
的。”张雷说。

中午 12点，抚远市寒葱沟
红旗村，推开脱贫户于秀华家的
门，传来浓浓菜香。老两口午饭
吃的是豆角炖肉，豆角是自家大
棚里种的，肉是过节时驻村干部
送的，满满一盆，那叫个香。

于秀华家的小院内，有两
栋大棚，种满了花。“我种的是
用于道路绿化的花，村干部们
帮我联系的买家，每年 4 月份
种、6月份卖，3个月就能卖 4万
块钱。”于秀开心地说。

今年63岁的于秀华患有慢
性病，属于弱劳动能力。她的
爱人姜连玉因车祸事故加上脑
梗后遗症，丧失了劳动能力。
2017年，于秀华家成为了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家中仅靠于秀
华去市场摆摊卖花苗维持，年
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

“了解到于秀华家的情况
后，鉴于她精通花卉种植，村里
积极争取到了市农委 400平方
米大棚帮扶项目，与市园林部
门签订了销售合同，帮她解决
了销路问题，还帮她盖起了两
座大棚，扩展了种植面积。”寒
葱沟红旗村驻村干部王海洋介
绍，于秀华家成为贫困户仅一
年，就通过庭院花卉大棚种植
成功脱贫。2019年，于秀华还
荣获全市“巾帼脱贫”标兵的荣
誉称号。

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每

到种花时节，于秀华便会雇佣
周边的村民来工作，从贫困户
变成了致富带头人，于秀华家
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春种花卉，夏种蔬菜，如今
已过花期，于秀华的大棚内依
旧是一片生机勃勃。柿子、辣
椒、豆角，应有尽有。高矮参差
的蔬菜苗中，记者发现了几株
不常见的蔬菜苗。

“这是秋葵，今年第一年
种，没想到还挺好养活。秋葵
价格高，我摘了去镇上卖赚了
不少钱，明年我想多种点，把大
棚再充分利用起来。”一想到越
来越富的日子，于秀华老两口
眼中笑意更足了。

种花大婶：精准帮扶 重塑生活新希望

养鸡大户：
责任落实
让发展更有底气

秋天本是水果收获季，红红的苹果、
金黄的梨，果园内就该是缤纷多彩的景
象。但有一种小浆果却唱起了反调，它
就是正在鲜果大棚里，悄悄蹿个儿的草
莓秧……

“我们今年一共种了 9栋温室草莓，
你现在看到的品种叫‘红颜’。”勃利县七
小勃农业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彭
艳红通过镜头向记者介绍，身边的“红颜”
草莓苗已经定植 25天了，预计 11月末上
市，采摘价格为每斤70元，经济效益很乐
观。

“很多顾客喜欢冬天来摘草莓，温室
外白雪皑皑，温室内绿意盈盈中点缀着鲜
艳欲滴的果子，别有一番趣味。”彭艳红
说，草莓秧正常是不能在低于-8℃的环
境中存活的，如今北方寒地的草莓却能在
室外温度-30℃生长，科技的加持功不可
没。

在近期的一场观摩会上，彭艳红高兴
地与参会者分享，公司通过与省农科院园
艺分院合作，进行日光温室草莓促成栽培
技术与种苗高效繁育技术的示范，使得草
莓苗定植成活率达98%以上，果实成熟期
提早10天~15天，生产示范效益提高10%
以上。

“我们希望以勃利县的相关企业为示
范主体，在全省范围推广日光温室草莓促
成栽培技术，形成我省草莓发展的良性循
环，为乡村振兴贡献出我们科技工作者的
一份力量。”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浆
果育种与栽培研究中心主任杨瑞华说。

记者从全省农作物专家育种示范基
地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省农业农村厅
对全省 6个市地的 709个农作物品种进
行示范评价。经专家田间现场综合评
价，共113个优异农作物品种脱颖而出。
其中，玉米21个、水稻27个、大豆29个，
高粱、西甜瓜、马铃薯、蔬菜等非主要农
作物36个。

玉米：

第一积温带优异品种5个：丰禾13、
龙垦1739、绥玉42、禾田52、龙垦11。

第二积温带优异品种8个：东农272、
龙垦 1807、黑农玉 10、C2235、宏恺 8号、
Q1079 、臻邦5号、东农265。

第三积温带优异品种4个：克玉22、
凯玉8、臻邦17、东农281。

第四积温带优异品种4个：中正176、
龙科玉702、益农玉14号、东农270。

水稻：

第一积温带优异品种9个：五优稻4
号、中科613、益农稻12号、沃科收1号、哈
粳稻9号、东富155、通禾861、吉源香1号、
中科发5号。

第二积温带优异品种4个：龙绥188、
盛禾9、绥稻8、绥粳309。

第三积温带优异品种8个：龙盾711、
龙粳 3010、天盈 6739、龙粳 1718、龙桦 3、
莲育809、绥粳27、富稻64。

第四积温带优异品种 6 个：龙粳
1437、龙粳3033、龙粳4556、绥生107、龙庆
稻22、龙桦15。

大豆：

第二积温带优异品种10个：黑农87、
垦豆 58、牡豆 23、绥农 82、绥农 52、合农
76、绥农 53、田友 2986、垦豆 105、东生
201。

第三积温带优异品种8个：绥农76、
田农4、垦豆95、黑农76、东生89、昊疆21、
东农63、克豆52。

第四积温带优异品种 7 个：龙达
1513、东生17、金源73、华疆41、大地8号、
大地9号、黑科60。

第五积温带优异品种4个：贺豆25、
佳豆30、龙达157、垦豆131。

马铃薯：

优异品种6个：克新22、克新30号、龙
薯8号、东农312、克新28号、龙薯12。

西甜瓜：

优异品种13个：泽甜甘一美香、泽甜
春意、龙甜8号、鹤丰金喜、景甜丽花5号、
香瑞靓甜、雪育四号等7个甜瓜品种，百臣
雷首、爱国者、龙盛佳越、林丰666、懒蔓3
号、金丰1号等6个西瓜品种。

高粱：

优异品种6个：克杂19号、绥杂9号、
红糯粱5号、齐杂33号、龙杂25、龙帚2号。

蔬菜：

优异品种 11个：金玉 65、龙红 1号 2
个大白菜品种，龙椒13、龙椒10号2个辣
椒品种，龙园翼剑、龙园黄冠2个黄瓜品
种，哈茄2号、东茄6号2个茄子品种，皇
冠、金冠、西硕5号等3个菜豆品种。

金秋龙江，田野里黄澄澄的
谷穗，压得谷子直不起腰。不久
后，谷子将褪去外壳，成为北方人
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小米。

“谷子营养丰富。”国家谷子
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哈尔滨综合试
验站站长、黑龙江省农科院作物
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马金丰介
绍，谷子蛋白质含量11.42%，高于
水稻和小麦；脂肪含量 3.68%，高
于大米和小麦；维生素A、B1、D和
E含量也均超过小麦、水稻和玉
米……

《本草纲目》中记载：煮粥食
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由于具
有上述营养品质，小米成为中国
北方居民不可或缺的传统食物，
尤其是孕妇、儿童、老人、病人的

良好营养食物。
马金丰介绍，近年来，我省谷

子产业化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种
植区域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地区的
呼兰、双城、宾县、巴彦等，绥化地
区的肇东、青冈、兰西、明水、海伦
和望奎等。另外，黑河地区的南
部、牡丹江地区谷子播种面积有
所增加。

随着人们饮食观念的改变，
谷子已由食品配料转变为功能食
品，市场空间巨大，这为谷子产业
转型升级带来难得机遇。

龙谷 25、红谷子、张杂谷、胜
谷 1 号、嫩选 15、龙谷 26……马
金丰对省内优质谷子品种如数
家珍，抗除草剂、矮杆适合机收
的优质谷子品种正成为生产上

的主力。
“我省培育出的杂交谷抗除

草剂，销售利润较高。”马金丰介
绍，2022 年我国谷子面积超过
2000万亩。其中，我省播种面积
12 万亩，平均单产为每亩 480
斤，生产的谷子 40%由本地企业
加工小米，以自有品牌在网上和
实体店销售，每斤谷子售价 4
元。30%通过粮贩运到省外的小
米加工企业，每斤谷子售价 2.3
元，另外 30%由种植户市场零售
和自用。

“我省独特的气候环境和土
壤条件非常适宜绿色优质谷子种
植，但在产业发展上还需再发
力。”根据市场调研，华北、东北集
散地小米批发价在每公斤 8元，

优质、绿色、有机精品包装小米持
续在高价位运行，每公斤在 18元
至25元左右。

马金丰说，目前全国谷子收
购价差异显著，继续表现为组织
化、产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谷子
收购价格越高。而省内谷子种植
户相对分散，形不成有机结合的
实体与产业。

“近年来，我们依托产业技术
体系，着眼于把一些主产县乡发
展成优势产业区，使谷子集中化、
产业化，打造黑龙江黑土特色小
米。”马金丰相信，通过选择好的
项目区、集成轻简化栽培技术、品
牌建设以及全产业链意识、整体
运作，黑龙江谷子产业一定会越
来越好。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天池

黑龙江小米
为啥好吃？

□文/摄 马金丰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红颜红颜””草莓草莓。。

专家现场评价
709个农作物品种

113个“优等生”
脱颖而出

是他们托起是他们托起

抚远市粉皮大娘、种花大婶、养鸡大户等亲历者讲述：

粉皮大娘：暖心关爱 让生活更有奔头

屈晶摘
柿 子 送 给
驻村干部。

庭院花
卉 大 棚 种
出致富路。

于秀于秀
华 在 摘华 在 摘
豆角豆角。。

用废用废
弃 仓 房弃 仓 房
养鸡养鸡。。

沉甸甸的谷穗沉甸甸的谷穗。。

小米粥小米粥。。

谷子丰收谷子丰收。。

□本报记者 李天池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公布 100个 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
范县创建单位，我省甘南县、宝清县、铁
力市、兰西县、延寿县以及北大荒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宝泉岭农场 6个
县域单位入选。

据了解，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
是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的部署，
文件提出，要开展“百县千乡万村”乡村
振兴示范创建，分级创建一批乡村振兴
示范县、示范乡镇、示范村，把它们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评审工作是
经县级申请、市级遴选、省级审核推荐，
并经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最后确定
的。示范县要着力在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寻求突破，各
有侧重地探索不同类型地区乡村振兴
路径模式。

我省6地入选2022年
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省农科院优秀水稻品种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