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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守护“黑土粮仓”

哈尔滨银行累投 亿支持龙江乡村振兴

“哈尔滨银行七台河勃利支行‘松果贷’产品推介会”现场。

□文/摄 本报记者 韩丽平

2022年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关键之年，做好农
业农村工作特殊而重要。作为全国首家涉足农村金融
领域的城市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自 2005年投放首笔
农户贷款以来，始终不忘本源，服务本土农业农村发
展，与时俱进加强对新农村市场发展的研究以及农村
金融产品的创新，深耕龙江农业领域，用金融力量守护

“黑土粮仓”，持续满足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需求，有力支
持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将“普惠金融、和谐
共富”的经营理念深植龙江大地。17年间，哈尔滨银行
农户贷款投放规模超1500亿元，走出了一条金融惠农、
兴农的特色之路，成为龙江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
化金融“主力军”。

看今日龙江·

齐齐哈尔国际冰球邀请赛精彩瞬间。

本报讯（朱虹 记者赵一诺）让飞
机潜水，让潜器飞翔。近日，由哈尔
滨工程大学水下机器人技术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成功研制的两架潜空跨
介质航行器，在五常市龙凤山水库试
飞成功。

记者从哈工程获悉，两架名为
“长弓1号”和“长弓2号”的潜空跨介
质航行器，负重 1千克，潜深 100米，
分别采用固定翼和折叠翼结构，不仅
能实现入水后机臂折叠、出水前机臂
展开，在空气和水里自由穿越，还能
通过搭载的高清摄像机与数传电台，
完成大气边界层与海洋边界层的界
面观测。

“空气和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介
质，潜空跨介质航行器在两种不同环
境介质中运行时，会受到未知的风、
浪、流联合干扰，所受环境外力情况和
相应动力学响应均有显著差异。”团队
技术负责人、博士生孙祥仁介绍，在设
计之初，团队对多旋翼、倾转旋翼、固

定翼等构型方案的任务能力、应用前
景、技术可行性等进行综合比对分析，
最终确定了固定翼飞行构型方案，固
定翼相比其他结构，在介质跨越过程
中用时更短，但研发难度更大。

孙祥仁介绍，通常航行器为了抗
压，下潜越深材料越重，但机身过重
航行器就无法轻盈起飞，因此，团队
通过一系列手段为航行器减重，力求
将航行器总质量控制到最低。

为了提高跨介质能力，团队特别
为“长弓2号”设计了折叠翼，其折叠
结构更迭了9版之多。最终，“长弓2
号”在试飞中整体出水，展开机翼，成
功起飞，全程不到6秒。

固定翼与折叠翼样机双双实现跨
域航行，这意味着，融合空中飞行、水
面游弋、水下巡航能力于一体的跨介
质航行器技术取得新突破。业内专家
认为，该技术在未来有望广泛应用于
海上搜救、海洋探测等领域，大幅提升
我国海洋立体监测水平和能力。

能上天能入海！

哈工程潜空跨介质航行器试飞成功

去看一场冰球比赛

2015 年 8 月，自从哈齐高铁开通
后，两座城市的冰雪之情就紧紧地联
结在一起，许许多多像颜炜轩这样的
哈尔滨乃至全国的冰球爱好者，乘坐
高铁，奔向有着“冰球之城”美誉的齐
齐哈尔。小冰球引发“热效应”，这座
古城被激情点燃。

今年 7月 15日，为期 8天的“冰球
之城”品牌赛事——中国·齐齐哈尔·
冰球季在齐齐哈尔市冬季运动项目中
心冰球场启幕。尽管受疫情影响规模
缩小，但仍有来自北京、天津、长春、哈
尔滨，以及云南、四川等地的80支冰球
队、近 2000人参赛。银川火凤凰队队
长朴杨告诉记者，近几年交通方便了，
他们不止一次来齐齐哈尔参赛。在比
赛前他们挂起了“宁夏成人冰球队向
东北老大哥学习！”的条幅，这就是他
们此行的目的，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
冰球运动的浓厚氛围。

为推动冰雪产业发展，2017 年 1
月3日，齐齐哈尔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把每年1月
份的第一个整周的星期六定为“齐齐
哈尔冰球节”。由此，齐齐哈尔成为国
内首个设立冰球节的城市。近年来，
齐齐哈尔市委市政府通过设立城市冰
球节、创办冬夏冰球季、举行国际国内
冰球赛事等一系列举措，让冰球成为
齐齐哈尔一张靓丽的名片。

冰球为媒，高铁为桥。拎着球包
的家长、穿着护具的队员……全国冰

球爱好者云集“冰球之城”，冰球节、冰
球季、冰球赛事的成功举办，让鹤城实
现了把“冷资源”转变为“热经济”。

许多前来参赛的外地球员和家长
都是头一次来到鹤城，鏖战冰球赛之
余，品鉴鹤城美食，游览旅游景点，感
受风土人情，成为他们比赛之余的“重
要规划”，齐齐哈尔市交通、旅游、餐
饮、住宿骤然升温，出现了“一票难求”

“一房难求”的局面。
今年夏天，齐齐哈尔烤肉也火“出

圈”了。这座全国第一个以烤肉名义
命名的“国际美食之都”，成为全国第
十个、东北三省首个被命名的“国际美
食之都”。“冰球+烤肉”的组合是冰球
节、冰球季期间每一支参赛队伍的标
配。除了烤肉，十二忠手拉面、卜奎风
味便宜坊等舌尖美味也让球员们大饱
口福。

除了打冰球、吃烤肉，每支参赛球
队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扎龙自然保护区
赏鹤，同时奥悦水世界、龙沙动植物
园、鹤城公园等旅游景点的游客接待
量也激增。小冰球，让鹤城旅游变得
火热。

坐高铁，看一场冰球比赛，在炎热
的夏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哈尔滨

上班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冰球季比赛
场次密集，从早 7时到晚 10时都有比
赛，无论哪个时间段来，都能看到精彩
的比赛，真是过瘾。观赛的同时还可
免费消暑纳凉，简直太爽了！

赛后走进烤肉店，火红的果木炭
将黑色厚重的圆形烤盘烧得滚烫，当
精心调配腌制的生牛肉放在烤盘上的
那一刻，呲啦啦的声音响起，让人感到
身心愉悦。张先生说：“这口味太棒
了！吃过一次你就忘不了，没有什么
比看一场精彩的冰球比赛、吃一顿齐
齐哈尔烤肉更能让人来劲了！”

哈齐高铁的开通改变了这座城，
让齐齐哈尔冰雪产业发展迎来突飞猛
进。2016年以来，该市逐步形成了以
打造“冰球城市”品牌为核心，装备制
造、赛事运营、人才培养、场馆建设、冰
雪旅游等优势资源统筹推进、同频共
振的冰雪产业格局。

以“冷资源”带动“热经济”，让
“小冰球”裂变成“大产业”，后冬奥时
代，冰球之城齐齐哈尔到处散发着青
春的活力，中国鹤乡、冰雪体育、烤肉
美食等特色文化品牌影响力全面提
升，齐齐哈尔正在步入快速发展的新
阶段。

□文/摄 本报记者 孙昊

今年 10岁的颜炜轩是哈尔滨
市花园小学冰球队的主力，五年多
来，为了自己的冰球梦想，他每年
都坐着高铁，到齐齐哈尔参加冰球
比赛。在今年7月齐齐哈尔冰球季
的比赛中，他一场比赛独进三球，
成为当地媒体的焦点。

乘坐
高铁

支持特色农业 丰富百姓餐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为全面助力新兴农业主体扩大再生产、农民致
富增收和乡村全面振兴，哈尔滨银行紧跟国家农业产业现代
化发展导向，不断拓宽惠农服务范围，深度聚焦机构所辖东北
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量身定制惠农产品和服务方案，深化

“一类一品、一群一品”专属服务，主动培育区域优势特色农业
产业集群，有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宾县是哈尔滨市下辖的肉牛大县，也是“国家级雪花肉牛
产业集群建设示范县”，为助力当地肉牛养殖客群发展，哈尔
滨银行积极响应县政府支持当地肉牛养殖业发展工作精神，
通过对接宾西镇畜牧站，获取优质养殖客户名单，精准助力肉
牛养殖客户，推进扶持当地养殖行业发展。在宾县宾西镇西
川村养殖肉牛的密师傅就是名单上的一员，密师傅一直想扩
大养殖规模但却面临资金不足的难题，2021年年初，哈尔滨银
行宾县支行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密师傅的情况后，为其发放了
29万元的贷款，经过了两年的发展，如今，密师傅养殖场的肉
牛已从原来的 20余头扩大到近百头。

近年来，红松果林产业已逐渐成为东北林业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地处黑龙江省东部的七台河市，在地理位置、气候
条件、培育技术、政策扶持等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红松坚果林发
展优势。作为七台河市首家进入红松果林市场的金融机构，
哈尔滨银行创新惠农产品制度，根据红松果林客户实际情况
制定专属授信方案，2021年 4月，哈尔滨银行七台河分行投放
了首笔“松果贷”，截至目前，七台河分行已累计投放红松果贷
款超 4900万元，家住勃利县的冷方奇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资
金紧缺无法扩大经营，感谢哈行伸出援手，在哈行的帮助下，
种植面积已经由原来的 3500亩增加至如今的 5000余亩，经营
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冷方奇说。此外，七台河分行还通过召
开产品推介会、邀请客户加入大户俱乐部、开通线上助农直播
等方式，为农户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惠农服务，助力地方农
业经济发展。

这些只是哈尔滨银行在黑龙江省切实发挥本土金融力
量、支持乡村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缩影。截至目前，哈尔滨银
行已支持超过 30 类区域特色农业客群，服务地区辐射至龙
江、辽沈、成渝地区，多维涵盖棚室果蔬、中草药、食用菌、马铃
薯、花生、青菜头、茶叶、竹笋、苗木种植及“两牛一猪一禽”、
羊、鹿、马、兔、驴、林蛙、水产渔业等养殖产业客群，累计投放
金额超过 42 亿元，其中“两牛一猪一禽”贷款累计投放 28 亿
元，经济作物种植贷款投放超过 15亿元，投放林下作物产业
贷款金额近 20亿元。

为积极助力“十四五”期间黑龙江省
农业现代化建设新突破，打造引领中国现
代农业发展的“龙江样本”；助力黑龙江农
业振兴、哈尔滨打造“现代农业之都”，哈
尔滨银行深度聚焦“核心客群”“特色客
群”“畜牧客群”“新兴客群”，提升线上线
下服务能力，立足龙江“稳产保供、稳粮扩
豆、农机装备提升”等基础领域，主动提供

“全年全季”综合服务。
现代农业离不开“领头雁”的发展。

作为黑龙江地区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先行者，2018年开始，哈尔滨银行深
度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客群，在同业
中最早推出高达 500 万元的大额农户贷
款服务，成为黑龙江省首家实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战略的金融机构。截至
目前，哈尔滨银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
贷规模在涉农贷款中占比超 60%，本周
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放占比近 90%；
全力促进黑龙江省超过 2800万亩土地的
规模化发展，积极支持全省超过 21%的
规模型土地流转经营。

实现科技惠农“云”贷款，引入农业大
数据应用技术，以“移动互联、生物识别、

电子签章”等科技金融技术为支撑，以
“信用画像、在线测额、智能定价、自动风
控”四大模型为保障，在 2019 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期间，正式推出全线上农贷产
品——“农闪贷”，真正实现“指尖惠农金
融服务”。目前“农闪贷”累投金额超过
22亿元。

此外，紧抓多方涉农优势资源，积极
拓展涉农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月，
哈尔滨银行成功发放首笔“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粮食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切实
解决农户以往融资过程中有效担保不足
的问题，让农户有更多资金投入到耕种
中。其间，哈尔滨银行与黑龙江省内国
有涉农物权融资服务机构——黑龙江省
创新农业物权融资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积极创新“质押秋收备春耕”模式，构
建支持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金融服务
体系。

自 2019年起，哈尔滨银行以每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为契机，举办“惠农诚信客
户节”，并将其打造成为回馈诚信客户、传
播惠农文化的品牌活动，有效促进诚信文
化深深扎根于黑土地。

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黑
龙江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维护农业
生态安全的重要责任。特别是黑龙江省地
处东北平原黑土区核心区域，典型黑土耕
地面积占全国的 56.1%。

为了助力黑龙江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的“压舱石”上展现更大作为、在争当农
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上彰显更大担当、
在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上迈出更大
步伐，哈尔滨银行作为一家根植于黑土地
上的本土银行，针对黑土保护、智慧农业、
绿色农业、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多个顺应黑
龙江省农业生产发展趋势的新兴农业生产
场景，为客群量身定制了金融产品——“黑
土贷”，满足客户为实现高标准农业生产经
营所需投入的技术设备、基础设施等资金
需求。

2021 年 3 月，家住鸡西市虎林地区的
农户鲁海洲成为哈尔滨银行首笔“黑土贷”
的客户。自 2014年起，鲁海洲便与哈尔滨
银行开始合作，双方一直相互信任、相互支
持。2020年，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
东北黑土地政策的实施落地，鸡西虎林支
行的工作人员经过一年的入户走访及调研

筛选，最终确定鲁海洲为首笔“黑土贷”客
户，为其发放了 100万元的贷款。“这笔钱及
时地解决了我购买农机的资金问题，现在
种粮和过去可不一样，不能光靠人力去堆，
要科学种田，要靠机械化、智能化作业。”鲁
海洲说，作为当地水稻种植大户，大型农机
设备是黑土地保护种植工作中必不可少的
好帮手，通过机械化作业，用农作物秸秆覆
盖还田，能够有效减轻土壤风蚀水蚀、提高
农业生态和经济效益。在哈尔滨银行的支
持下，他正逐渐完备黑土地保护种植所需
的农机。

自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哈尔
滨银行保耕备耕农户贷款投放超过 500亿
元，在 39个黑土地保护与高标准农田建设
类重点县已累计投放惠农贷款超 11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10月，哈尔滨银行绥化
分行与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进一步加大对“寒地黑土之都”的
金融支持力度。令人欣喜的是，日前，记者
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 10月
31日，黑龙江省全省粮食作物已收 99.9%，
除个别玉米冬收地块外，全省秋收生产已
全面结束，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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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粮食安全 守护“黑土粮仓” 贴心惠农服务 支持新型主体

本报6日讯（记者曲静）6日，距
离2022中国（黑龙江）国际绿色食品
产业博览会和黑龙江大米节召开倒
计时 4天，记者从组委会获悉，开幕
式线下主会场已启动搭建，各项筹备
工作有序进行。

2022国际绿博会和黑龙江大米
节开幕式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
式于 10日上午召开，线下主会场设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华旗礼
堂。活动现场主要包括嘉宾现场致

辞、线上致辞、线上巡馆、“黑土优品”
品牌推介、大米品评品鉴活动颁奖及
农业和农产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
节。届时，将有来自国内外 2000余
名嘉宾线上参会。

共话绿色食品新发展、共谋品
牌合作新机遇，共享农业发展新业
态……登录国际绿博会官网、下载

“易会展”APP、订阅“黑龙江博览”微
信视频号等方式,可在线观看开幕盛
况。

2022国际绿博会和大米节
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本报6日讯（见习记者梁金池）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6日
17时，2022年黑龙江大米节稻米品
评品鉴复评工作全部结束，粳稻组和
籼稻组各30个获奖样品编码新鲜出
炉。

本次复评专家组由来自省内外
科研院（校）的水稻育种、栽培、品质
方面的 12位专家组成，专家组组长
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
长赵正洪担任，副组长由辽宁省盐碱
地利用研究所所长李振宇担任。

复评工作从5日开始，共进行了
10轮次品鉴，每轮品鉴 5个样品，按
评分从高到低，分别评选出粳米组和
籼米组前 30位的样品，成为本次大
米节的获奖样品，并将通过最后的终
评确定奖项层次。

据悉，本次大米节终评环节将在
7日进行。届时，将由来自国内的15
位知名专家对进入终评的60个样品
进行品鉴，最终评出本届大米节粳米
组和籼米组的金奖、银奖和铜奖，以
及“优秀入围奖”。

大米节稻米品评品鉴复评工作结束

扎龙景区赏鹤。

颜炜轩赶往高铁站去齐齐哈尔比赛。

哈尔滨银行工作人员到养殖户家中进行贷后回访哈尔滨银行工作人员到养殖户家中进行贷后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