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1月 24日 星期四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牡丹江新闻 责编：赵晓松（0451-84655887） 执编/版式：李树泉（0451-84655635） 8

□本报记者 张雪地

日前，记者在牡丹江市温春镇看
到，农田秋收工作已经结束，农民正
忙着整地。马力十足的农用车正在
田间作业，四个并排的铧式翻转犁铲
起土地和表面的秸秆，随着农用机的
前进，土地表面的秸秆就被埋在了地
里，黑色的土壤露出地表……

据了解，自今年 10 月 9 日开始，
温春镇的秸秆翻埋还田工作正式开
始，预计在 12 月 10 日停止作业。每
一辆农用机上都安装有 GPS 定位系
统，并伴随视频跟踪作业。

“秸秆深埋还田的机器是由农民
合作社统一购买的，翻转犁深度达到
30厘米以上，作业跨幅在 1.5米以上，
一台车一小时能作业 10亩地。”温春
镇镇长张志超介绍，秸秆粉碎翻埋还
田在温春镇推广了 3年时间，每年的
作业面积以 25%至 30%的涨幅递增。

“经过秸秆翻埋的土地，第二年
播种成活率更高、施肥渗透率更高、
土地含氧量更高，而且土壤保水效果
更好，特别是去年大旱之后，秸秆翻
埋的土地明显产量更高。”张志超说。

在林口镇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秸秆打包机忙碌的场景。六合村秋收现场，秸秆打捆
机正在来回穿梭。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一排排秸秆
瞬间被秸秆打包机“吸走”，经旋转、压缩、打捆后码放
整齐，秸秆变成饲草和燃料，农户省心省事又能增加收
入，让“生态包袱”变为“绿色财富”。

在宁安市广袤的农田里，机器轰鸣，大马力联合整
地机正在进行作业。各乡镇、合作社正抢抓最佳农时，
采取边收获边整地，连续作业，歇人不歇车等有效措
施，为秋整地作业创造有利条件，为明年春耕生产做好
充分准备。

三陵乡的宏瑞玉米专业合作社今年共种植玉米
10000多亩，合作社采取收完一块地、秸秆离田一块、
深翻一块地的做法，同时，又雇用了两台深翻机器，全
力加快秋整地进度。

据介绍，宁安市为加快推进秋翻地高标准、高质量
顺利完成，农业技术人员坚守生产一线，随时对作业的
地块进行质量跟踪检测，科学指导种植户快速有效地
进行秋翻地作业，做到整地一块、达标一块，全面提升
整体标准化作业水平，确保秋整地工作高标准顺利完
成。

记者从牡丹江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了解到，为进
一步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
民增收的效果，农技服务部门近期面向广大农民积极
推广秸秆粉碎翻埋还田技术。按照工作计划，今年牡
丹江市秸秆粉碎翻埋还田技术推广面积预计达到 33.1
万亩。

据牡丹江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牡
丹江市针对耕地坡度、种植作物，探索建立了秸秆深翻
还田、秸秆碎混还田、秸秆覆盖免耕，配合有机肥施用、
坡耕地治理、合理轮作等综合技术，持续推广农艺保护
治理模式。2022年，全市落实黑土耕地保护利用示范
区面积 233.3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39万亩。全
市计划秸秆还田利用率达到 61%以上，轮作面积 31.88
万亩，保护性耕作面积 26.5万亩，深松整地 160万亩。
深入实施科学施肥合理用药，全市新增测土配方施肥
172万亩，推广节药喷头体更换 3306套，农药利用率达
到 45%，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4%，有机肥
还田面积 227万亩，为黑土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全
面提升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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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林
本报记者 张雪地

西瓜大都在地上生长，然
而，在林口县古城镇四间房村
的温室大棚里，西瓜却是吊在
半空生长的。

“从朋友那听说四间房村
种植了绿色有机的西瓜，特地
从城区开车过来采摘。一进
棚中，感觉特别新奇，头一次
见到这种吊起来的西瓜。”采
摘游客说。

“这个瓜，皮薄、特别脆，
轻轻一掰就开了，口感特别特
别甜，一会儿多摘两个带回家
给孩子吃。”另一个游客迫不
及待掰开了西瓜品尝美味。

技术员吴百顺告诉记者，
吊藤西瓜按照绿色有机方法
管护，采用熏蒸罐灭菌灭虫，
底肥上的都是农家粪。

为什么采用吊藤方式种
植呢？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吊
蔓种植实现了立体栽培，提高
了土地利用率，使西瓜受四面
阳光均匀照射，通体碧绿。这
样种植既避免西瓜和地面接
触生病，又充分利用了空间，
保证了通风透光，所以无论从
外观色泽，还是内在品质，不
但提升了瓜的品质，经济效益
也大大提高。

四间房果蔬大棚负责人
那洪杰介绍：“我身后这棚瓜
地，是今年新引进的品种，叫
L600，它的口感也是西瓜中的
天花板级别了。这瓜受到了
大部分顾客的欢迎，明年我准
备扩大生产，多种几棚西瓜。”

据古城镇四间房包村干
部杨振江介绍，目前，四间房
村利用“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叫响了四间房果蔬品牌，
果蔬种植面积发展到 70 余
亩，广阔的市场前景促进果蔬
产业结构不断变“新”、发展模
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
农民实现了冬闲变冬忙。

温室吊藤西瓜 真甜

本报讯（魏立峰 刘文静
记者刘晓云）我省首家储蓄国
债销售示范镇在牡丹江海林
市柴河镇揭牌以来，销售储蓄
国 债 30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4.8%，开辟了国债下乡支持
乡村振兴新渠道。

今年以来，人行牡丹江市
中支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与国债下乡工作紧密
融合，以金融服务乡村振兴
示范镇为抓手，率先探索“承
销宣传点+便民服务站+国
债示范镇”的国债下乡新模
式，积极制定《牡丹江市国债
下乡工作方案》，明确国债销
售示范镇“终极基站”的路线
图，为精准实施示范镇建设

提供了保障。
9月 20日，人行牡丹江市

中支在柴河镇建立我省首家
储蓄国债销售示范镇，柴河所
属 1个乡镇和 10个行政村都
建立了储蓄国债宣传服务
站。服务站内配套服务齐全，
集国债知识宣传、国债业务咨
询、国债购买指导等一体化功
能，真正将承销网点储蓄国债
业务和服务前移。

柴河镇通过储蓄国债销
售示范镇在全省首次实现以
镇为范本的国债下乡支持乡
村振兴战略的新模式，提高了
国库服务“三农”水平，打造了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龙江样
本”。

储蓄国债销售示范镇
打开国债下乡新渠道

本报讯（记者张雪地）近
日，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推介结果，推介 255
个乡村为 2022年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宁安市镜泊镇复兴楼
村入选。

复兴楼村距宁安市 100
公里，距离吉林省界 6 公里，
是长白山—镜泊湖—雪乡旅
游专线的必经之路，素有龙江

“第一村”之称。复兴楼村三

面环山，一面靠水。小村北靠
风景秀丽的镜泊湖，空气清新
甜润。

近年来，复兴楼村依托自
然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整治村庄
环境，持续提升村民素质，深
入挖掘红色记忆，融入红色文
化，逐渐发展成为集农林牧渔
业、旅游、休闲度假观光为一
体的现代化生态新农村。

镜泊镇复兴楼村
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鸵鸟鸵鸟。。

吊藤西瓜吊藤西瓜。。
林口县融媒体中心提供林口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秸秆深埋农用机正在作业。 受访单位提供

宁安市渤海镇玄武湖风景区
旁，是收获完的稻田。远眺环山、
抱水、临湖的上官地村，一幅美丽
的田园图景。

稻田景观栈道、风车水车公
园、党建文化广场、红船码头、玻璃
栈道、稻作馆……村党支部书记褚
丽娟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些景区景
点。“我们村通过筹资注册了公司
来运营景区，可带动村民人均增收
6000余元。”

不只是上官地村，牡丹江市许
多村庄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正在
茁壮成长。在宁安市海浪镇盘岭
村，村里成立安泉果蔬有限公司，
成为牡丹江市速冻蔬菜加工业的
龙头企业。公司吸纳盘岭村 40多
人就业，辐射周边村屯 200 多户，
带动蔬菜基地 7000 亩和运输业、
包装业、饮食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年可获利 200万至 300万元。

“找路子”“搭台子”“压担子”
让村民鼓起“钱袋子”，一句简单的
顺口溜，承载着牡丹江市 1077 个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时代担当。
据统计，2018年至 2021年，全市农
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从 1.03 亿元跃
升至 2.44亿元，总量翻了近 2.5倍。

改变来自改革，改革激发动
力。牡丹江市坚持在改革创新中
向前一步，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
入。中兴村是牡丹江市西安区的
一个朝鲜族民族村，全村 363 户，
1359 人，耕地面积 4450 亩。在成
为全省首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先行区后，改革步伐不停顿、
不停歇。今年中兴村交投峰悦汽
车微度假小镇项目意向协议签约
仪式举行，此次协议签订，集中体
现出全市在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新
实践、新探索、新突破。

在穆棱市下城子镇悬羊村，徐

敬才算是名人。他在外致富后，反
哺家乡，牵头成立农民食用菌专业
合作社，带动全村 165户发展棚室
菌，悬羊村从多年前的贫困村变为
现在年收入超亿元的富裕村。

徐敬才是牡丹江市把带头人变
为领头雁、特色产业变为支柱产业的
一个生动典型，也为全市 5160家农
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牡丹江市着力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因地制宜发展多
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有效解决

“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问题。
目前全市省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达到 72 家，土地托管面积发展到
184.49万亩，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随着各项农村改革的深入推
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越来越顺
畅，农村创业创新环境持续改善，
牡丹江市正努力让发展质量更高、
发展速度更快。

聚焦改革赋能 激发“三农”发展新动能

高质高效力促
农业现代化提速

稳粮扩豆 全链升级 改革赋能

牡
丹
江

牡
丹
江

□张树永 德健宇
本报记者 刘晓云

近日，记者从牡丹
江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该 市 秋 收 生 产 全 面 完
成，农作物收获总面积
1090.7 万 亩 。 初 步 统
计，今年牡丹江市粮食
作 物 播 种 面 积 963 万
亩。其中，水稻 75.1 万
亩、玉米 509.5 万亩、大
豆353.4万亩，超额完成
省定大豆扩种任务 27
万亩，喜迎“十九连丰”。

牡 丹 江 市 2021 年
农林牧渔总产值增速达
到 6.8%，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连续十九年
领跑全省，在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绘
就着高质量发展的壮美
画卷。

圆葱丰收。 刘杰摄

田间直播。刘德志摄

水稻收获。黄伟摄

在牡丹江市西安区海南乡河
夹村，村民康福林手脚麻利地把自
家水稻装车，送到附近的米业剥壳
加工。“今年水稻价格高，一斤能卖
上 1.4元左右。”康福林说，“我们沙
虎大米种植在砂底草甸型水稻土
上，在生长过程中，土壤白天吸热，
晚上散热，和宁安石板大米生长环
境很像，又有国家一级水质的海浪
河水灌溉，大米口感香绵适口，外
观晶莹剔透，深受喜爱。”

在宁安市合众粮食贸易有限
公司，工人正忙着装卸玉米粒。现
在，粮食加工企业已经进入加工旺
季。

“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们合作
社的 7000亩水稻收成不错。”宁安
市小朱家村村民程连坤忙着网上
直播，“黑土地长出的稻米，亮晶
晶、甜糯糯，丰收节有优惠，欢迎下
单！”

在海林市海林镇江头村金稻
谷水稻种植合作社，不久前被评为
黑龙江省“最美巾帼种粮人”的胡
羽正带领社员加紧生产加工、打包

装发货。“我们今年种了 2400 亩
‘稻花香 2号’，采用从田间直接到
消费者的自产自销模式，得到了越
来越多人的认可。”胡羽自豪地说，
现在他们正在研究打造自己村子
的网红主播。

眼下，牡丹江市农业部门积极
引导农户科学储粮、适时卖粮，以
实现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双丰
收”。同时，统筹抓好秋翻秋整地、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为明年农业生
产做好准备。

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今年牡丹
江市稳步推进“稳粮扩豆”任务，写
好粮食连丰“新答卷”。

11月初的一天，在东宁市通沟
林场大榛子栽培示范基地，工人们
正在采摘大榛子。蒋场长说，基地
于 2012年建设栽苗后现在迎来丰
产期，150亩榛子地能结出 4.5万斤
大榛子。基地先后带动东宁市发
展种植大榛子达 2万亩。

像这样的示范基地在牡丹江
市遍地开花。林口县树莓种植基
地面积 3万亩，年产 10万斤；海林

市建成食用菌产业园 3个，总量突
破 2.8 亿袋；东宁、林口、宁安、穆
棱北药种植基地面积达到 16.8万
亩。

全市黑木耳、猴头菇栽培规模
分别占全省 32%、80%，棚室菌发展
到 2 万余栋，同种植粮食作物比
较，形成“一亩顶十亩”的效益优
势。现在，全市特色产业产值占比
高达 65%，除黑木耳、猴头菇外，还
有西香瓜、大鹅、沙棘、黄芪等诸多
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唱响了特色
农业“致富曲”。

粮食“十九连丰”离不开“耕地
中的大熊猫”黑土耕地在保稳产保
供应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牡丹江
市建立“4+2”六级田长责任体系，
落实田长 25 万余人，按年度集成
开展保护性耕作、深松整地、测土
配方施肥等技术示范推广应用。
目前全市黑土耕地保护利用示范
区面积 233.3 万亩，累计落实高标
准农田项目 150.88万亩，设立病虫
疫情监测点 328个，全力以赴守住

“黑土粮仓”。

坚持“稳粮优特”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近 日 ，农 业 农 村 部 公 布 了
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
元镇超亿元村名单，东宁市绥阳
镇（黑木耳）入选特色产业超十亿
元镇，海林市海林镇蔬菜村（蔬
菜）、穆棱市下城子镇悬羊村（黑
木耳）也是榜上有名。东宁黑木
耳还入选了 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
培育计划名单。

牡丹江市强化工业思维引
领，通过内建基地、打造园区、外
辟市场，蹚出一条有区域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目前全市食用
菌标准化园区达到 110个，加工饮
品、破壁粉、菌菇酱等龙头企业 30
多户，以城郊、海林、宁安为核心，
先后培育蔬菜种植基地 35 个，拥
有丰源、蓝洋、隆赫等一批果蔬物
流加工龙头企业。今年 1 月至 10
月，经绥芬河、东宁等口岸运销的

地产蔬菜有 10 多万吨，占全省总
量的 70%。

日前，穆棱市河西镇三兴沙
棘谷迎来入冬后的首场大雪。挂
满枝头的橘红色沙棘果，在白雪
的映衬下，格外鲜艳。 2020 年 5
月，穆棱沙棘通过国家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评审，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证书，为
穆棱市增加了一个重量级国字号
区域公用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
填补了黑龙江省沙棘农产品国家
地理标志的空白。

“绿特、有机”是牡丹江市农
业的金字招牌。牡丹江市绿色有
机认证面积 510万亩，占全市耕地
50%以上，拥有宁安虹鳟鱼、穆棱
沙棘、林口白鲜皮等 26 个区域公
用品牌，其中东宁黑木耳以 181.9
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全国地标产

品食用菌类第 1名。今年，全市持
续推动“两品一标”创建，在 227个
绿色有机产品“大家族”中，又新
增以食用菌、稻谷、中药材为主的
9个绿色有机产品。

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
来”。近年来，该市强化模式创新
引领，围绕食品展销会、农交会、
绿博会等大型展销活动，先后将

“大米、冷水鱼、椴树蜜”等区域特
色农产品推向大舞台，让优质农
产品持续走俏。

牡丹江市还牵手京东、天猫
等电商服务平台，培育打造“北域
良人”“悦来颐和”等农产品线上
专营店。今年又邀请东方甄选直
播带货农产品，当日实现销售额
200多万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市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 5.54 亿
元，同比增长 36.84%。

深耕特色农业 擦亮绿色有机“金字招牌”

□文/摄 本报记者 张雪地

在牡丹江市爱民区八达
村牡三公路东侧的鸵鸟养殖
基地里，100多只鸵鸟眨着毛
茸茸的大眼睛，等着投喂新鲜
的蔬菜叶。旁边的骆驼也把
头伸出了围栏来凑热闹，惹得
游人咯咯笑。

养殖基地里的孔雀、矮脚
马吸引了许多小朋友。

八达村通过村企联营联
建方式，积极盘活村集体闲置
土地，招引返乡人才自主创
业，建设了鸵鸟养殖产业。

笨鸵鸵鸵鸟养殖基地规
划占地面积 20800平方米，建
筑面积 5000平方米。项目计
划总投资 500万元，其中村集
体计划投资 200万元，企业自
筹资金 300 万元。主要建设
养殖舍 6 栋、跑场、展厅及配
套基础设施。

“左边是种鸟，右边是鸟
雏。”据负责人介绍，基地主
要以养殖非洲鸵鸟为主，幼
鸟 12 个月即可出栏（约 200
斤），平均寿命约 70年。每二
日可产一枚鸵鸟蛋，每枚蛋
售价约 240元；每只鸵鸟可产
肉 100 斤左右，每斤售价约
65元，“现在认可鸵鸟蛋和鸵
鸟肉的人越来越多，线上线
下的销售方式，鸵鸟肉销往
全国。”

目前，项目一期已全部建
成，由村集体投资 30 万元建
设鸵鸟养殖舍 2栋、跑场 1处，
村集体每年保底分红 2 万
元。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养
殖种鸵鸟 510只，年出栏育肥
鸵鸟 5000只。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 1000 万元，村集体保底
分红 10万元以上，为形成“养
殖+旅游观光”特色产业链打
下坚实基础。

鸵鸟全身都是宝
特色养殖少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