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评公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风电叶片生产加工项目（运达

宾县工厂配套）项目建设 4 条叶片生产线，产能 240 套叶片/年。向公众公示，详
见黑龙江新闻网。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宾县分公司

序号 名称 法定代表人
1 黑龙江省中岩新型特种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王艳
2 绥化市供销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张孝平
3 绥化七田阳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孟广楠
4 华康现代农业物流有限公司 刘洪
5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金玉仓储有限公司 郭凤芝
6 大庆赫溪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丰年
7 大庆市合一众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国丽新
8 伊春中盟伊贝美食品有限公司 董旭
9 黑龙江丰源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张钦革
10 哈尔滨鑫国龙经贸有限公司 李群
11 哈尔滨谊鸿商贸有限公司 王军
12 五常市五发米业有限公司 李守艳
13 环球天龙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杨文星
14 大庆鑫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刘海龙
15 黑龙江省焱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显哲
16 黑龙江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陈亚丽
17 齐齐哈尔宏宇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刘明光

序号 名称 法定代表人
18 齐齐哈尔龙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宋国良
19 齐齐哈尔聚鑫饮品经销有限公司 温志成
20 齐齐哈尔百信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升
21 安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张钦革
22 讷河市恒阳煤炭商贸有限公司 陈阳友
23 讷河市道路运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张鹏翔
24 齐齐哈尔万润食品有限公司 张生
25 克东县大自然作物农民专业合作社 杨文
26 海伦市百盛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祝天才
27 拜泉县和信发劳务有限公司 崔海军
28 黑龙江省金鑫兽药有限公司 苏秀娟
29 鸡西市泽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胡斌
30 鸡西市兴通快递有限公司 孟祥
31 密山市庆丰收玉米专业合作社 卢兴全
32 虎林市军鑫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郭洪亮
33 海林市嵘恒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鲍守明
34 鸡西市坚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靖

序号 名称 法定代表人
35 密山龙信制革有限公司 孙义国
36 密山市为天新农业有限公司 王强
37 黑龙江省黑土农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姜英玉
38 黑龙江省龙之饮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张玉堂
39 鹤岗市春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谢春祥
40 友谊县翔旭农业机械经销有限公司 孟庆辉
41 大庆华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单广森
42 大庆鲁晋学校 吉超
43 黑龙江沃华马铃薯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刘星涛
44 黑龙江省大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唐景文
45 嘉荫县鹏瑞饮品酒业有限公司 王晶
46 伊春信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发
47 佳木斯润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杜树海
48 牡丹江市老坛子酒业有限公司 蒋宝军
49 黑龙江东胜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杨子豪
50 牡丹江市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孙来福
51 牡丹江胡商国际商城开发有限公司 刘恩新

序号 名称 法定代表人
52 牡丹江市英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宋睿
53 牡丹江市爱民区鑫星采石场 魏敏
54 牡丹江亿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李子友
55 牡丹江金阳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朱仁亮
56 黑龙江太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刘怀英
57 牡丹江市雨天运输有限公司 张成武
58 海林市林海华威供水发电有限公司 林贤远
59 东宁市煜英菌包厂 宋玉英
60 东宁黑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程福文
61 海伦市雷炎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方贵
62 绥化市青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刘杰
63 庆安远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高学军
64 铁力市泓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晓亮
65 绥棱县佳利小型农机具机械制造厂 许佳良
66 绥棱县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魏亮
67 黑河正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吓名
68 北安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韩永春

序号 名称 法定代表人
69 北安市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姜增恩
70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矿泉水开发有限公司 吴正刚
71 孙吴县森达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赵森
72 黑龙江省国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伯青
73 哈尔滨市新起点健身有限公司 李海洋
74 哈尔滨福来德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李义坤
75 佳木斯昌盛粮食收购有限公司 丁志敏
76 哈尔滨市海之门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马兴文
77 黑龙江龙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冯永和
78 哈尔滨优贝童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刘锐
79 哈尔滨盛鑫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丁家雨
80 哈尔滨市鸿波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 洪玉平
81 哈尔滨高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韩颖
82 哈尔滨则林机场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李锐
83 哈尔滨美述科技有限公司 董丰翼
84 哈尔滨华天鼎信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靳嵩

（部分） 发布截止日期：2023年 1月 17日

2023年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第一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近日，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六分公司
开展安全生产消防演练活动，以实战演练
促进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为冬季安全
生产赋能。

演练活动现场，消防工作人员向大家
讲解了在发生火灾后的基本扑救方法、如

何在火灾中自救以及灭火器的正确使用
方法等。通过现场模拟火灾灭火演练，提
高广大职工群众在应对突发火灾等消防

事故时的能力，为进一步建设平安八五六
打下坚实的基础。

八五六分公司为认真贯彻落实“从根

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的精神，围绕冬季安全生产的重点
工作开展安全生产现场培训，在晒场装车
设备、粮食烘干设备使用中开展安全操作
培训 10多次，培训员工 1000多人次。

（吴敏 鲁子明）

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六分公司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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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林区五味子晾晒场景。

走近“寒地龙药”系列报道之三

五味子“大收”年，15亩收入9.6万元

47岁的张希林是一名林业工人，他的
单位是龙江森工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下称清林公司）育林林场。砍树、伐

木是他的老本行。
上世纪末，国有森工出现“两

危”，林业企业和职工都在苦苦寻
求突围的出路。清林公司依托
丰富的野生五味子资源优势，
开始尝试仿野生种植五味子。

饱尝了生活的五味杂陈，
放下斧锯，最终选择了种五
味子，张希林是清河林区第
一批种五味子的人。

2000 年，张希林开始种
植五味子，到现在也只有 30
亩地，面积不大，产量不高，
却是全家的重要经济来源。

清林公司林下经济部
副部长李延军告诉记者，张
希林不是清河林区五味子种
的最多、收入最高的，却是种
的最精的。“他身患先天性心
脏病，不能太劳累，但这 30 亩

五味子给他提供了足够的生活
保障。”

赶上“大收”年，再赶上行情
好，张希林曾经创下 30亩五味子收

入 9.6 万元的好收成。这可不是一
般的收成，平常年份 15亩五味子只能

出 3万元的收成。
张希林 30 亩五味子虽然有“大收”

“小收”之说，但质量却很稳定，他的初衷
是“不能违背道地中药材的本性和种药材
的初衷”。仿野生种植，自然晾晒，张希林
的五味子确保了五味子天然的味道和突
出的药性，成了抢手货。

张希林是个勤快人，在林区全面停止
商业采伐后，他与清林公司上万名林业工
人一样也曾彷徨、迷茫。尝试了多种致富
项目，都没能长久，在清林公司的扶持下，
张希林在种五味子这条路上坚持下来。

“五味子适合浅山区小规模种植，面
积大了不行，育林林场有独特的小气候，
晚霜是五味子最大的敌人，但是地产五味
子品种‘清河红’完全可以对抗晚霜。”身
为气象站站长，张希林对这区域气候环境
变化格外在意。

育林林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春天赏花，夏天漂流，秋天
采摘，冬天滑雪。依托乡村游，张希林开
了直播带货，“把好东西买上了好价钱”。

“有人流才有钱流！”张希林每年固定
工资在四万元左右，作为副业的五味子种
植，每年至少给他带来六万元收入，年入十
万元，张希林一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在张希林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林场
职工选择了种五味子。育林林场五味子
种植面积发展到 1600亩。

依山傍水，空气清新，优良的气候条
件给育林林场提供了优良的种植环境，五
味子绿色生态种植，为林场开展乡村游又
添了一道生态景观。

“金秋五味，畅游清河”，赏红，闻香，
采果……每年九月，五味子熟了，育林林
场成了五味子采摘节重要的网红打卡地。

“五味子大王”是这样炼成的

同样是种植五味子，50岁的王树廷的
标签是创新。

21岁时，王树廷从林场工人岗位下海
开山产品店，蘑菇、木耳、山野菜，人参、鹿
茸、桦树茸，包括野生中药材收购，清河林
区数百种山珍、野药，源源不断地给王树
廷提供财富，靠收购山珍野药，王树廷赚
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那个年代，靠收购野生中药白鲜皮，
一天能挣不少钱！”回忆创业经历，王树廷
沉浸在幸福之中。

大自然的馈赠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

随着资源的逐渐减少和生态保护力
度的加大，林区野生山产品采摘受到一定
程度限制，王树廷开始思考转型。

2016 年，在清林公司指导下，王树廷
开始主攻五味子产业。

他成立了茂源中药材种植合作社、注
册了公司，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产业化经营模式，专注中药材种植、良种
繁育、贮藏、初加工、技术培训、信息咨询
服务等与中药材产业相关的经营活动。

苦干三年，王树廷的茂源中药材种植
合作社发展社员 100 多户，五味子种植面
积达到 2400 亩，年产量 3600 余吨，产值
3000余万元。

王树廷在五味子种植领域终于出人
头地。2020年，在我省首届中药材种植大
王评比中，王树廷荣获“五味子种植大王”
称号，清林公司被省农业农村厅授予道地
药材五味子生产基地。

李延军介绍，王树廷带人种的五味子
在选地、整地、田间管理上非常严格，他的
五味子地块都是小家小户，田间管理禁用
大水大肥；种的五味子行密、串大、形好，
果粒饱满，丰收时节，红彤彤一片，煞是喜
人。

2021年，王树廷承接了农业农村部道
地药材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试验示范项
目中的“五味子标准化生产技术集成试验
示范”项目，获得了农业农村部 60 万元专
项资金激励。

该试验示范项目就选定在育林林场，
共 150 亩。项目以产地环境控制、培优种
苗繁育、开展绿色防控、优化肥药投入、制
定技术规程、提高机械水平、严控加工贮
藏七大方面展开，从选地整地、选籽、育
苗、绑架、施肥、除草、灌溉排涝、剪枝、病
虫害防治等环节细化操作。

对比普通种苗，该项目培育出的种苗
品质好，抗寒能力强。通过合理使用有机
肥、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收获的五
味子果粒饱满、串大，每亩产五味子鲜果
1500斤，增产 15%。

“清河红”为什么这样红？

种的好，还要卖的好！
王树廷说，他的五味子产业是“两条

腿走路”，同时发力。
除了种植，五味子初加工是王树廷的

“另一条腿”。
年加工能力 200 吨，产值 1200 万元。

王树廷的中药材加工厂规模不大，但足以
消化自产的中药材，实现加工增值。

“从选种育苗到田间管理，王树廷的五
味子种植规程得到了省农业农村厅的认可
并推广，种植的五味子品质好、无公害，经
过初加工后，深受制药企业和消费者青
睐。”清林公司宣传部部长张云龙告诉记
者，王树廷带领茂源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一
百多名社员统一种植规程和技术标准，打
造成为清河五味子道地药材特色品牌。

“经过初加工后的五味子干果都卖到
北京同仁堂了，别人卖 50 元一公斤，我卖
95 元一公斤。”王树廷自豪地说，“咱这东
西叫‘清河红’，跟别人的不一样，一分钱
一分货！”

“清河红”是王树廷的得意之作。清
河林区有独特小气候，晚霜和倒春寒对人
工种植五味子危害较大。为了解决五味
子耐寒问题，王树廷重点在五味子苗种培
育上发力，经过三年多的攻关，终于培育
出适合清河林区种植的五味子新品种“清
河红”，该品种破解了五味子防冻抗旱难
题，大大提高了五味子防倒春寒和防冻抗
寒能力。

“清河一片清河红！”李延军夸张地
说，“清河红”在清河林区广泛种植，现在
清河林区 5000亩五味子面积都选用了“清
河红”品种。

2021 年 8 月，王树廷注册成立了黑龙
江省妙草源中草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
事中药材种子、种苗生产、加工。“我的五
味子种子将出系列品种，现在的‘清河红’
被注册为‘清河红 1号’，将来还会有 2号、
3号更多品种的‘清河红’问世。”王树廷的
目标是把适合五味子种植的地方都染上

“清河红”。

让清河中药材走出龙江，“红”遍全国

李延军介绍，近年来，清林公司依托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野生北五味子
资源,建起了 5000 亩的北五味子种植基
地，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北五味子主产区。

种植面积的稳步增长，种植技术的日
臻成熟，也吸引了五味子精深加工企业投
资兴业。2020年，河北客商边汉文在清林
公司投资成立了哈尔滨五味杂陈食品有
限公司，专门研发生产五味子保健食品，
填补了我省市场空白。其核心产品“五味
滋”牌五味子饮品所采用的原材料五味子
果全部来自当地，年消耗五味子 200吨，产
值 1000 多万元。五味滋牌五味子饮品采
用独特的冷提寒淬工艺，将五味子原果中
的功效成分、独有口味、自然色泽完整提
取，加上了气泡后，口感更佳清爽，颇受消
费者喜爱。

久久药业有限公司看好的也是清河
林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公司利用五味子
原料生产的龙牙肝泰胶囊、香砂养胃颗
粒、利胆片等 7种中药制剂市场供不应求，
年产值达 3000余万元。

优良的种植基地，成熟的精深加工企
业，为清河林区的经济发展和职工群众增
收致富带来了无限活力。目前，清林公司
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签署“中国北药园”
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清河中药材种子种
苗繁育基地，共同建设涵盖中药生态农
业、中医药养生养老及旅游文化产业、特
产药材深加工及商业流通体系的北药科
技园区。

龙江森工集团清河林业局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金贵成表示，下一步，清
林公司将建成一批标准高、效益好、可复
制、可推广的绿色中药材种植基地，让以

“清河红”为标志的清河中药材走出龙江，
“红”遍全国。

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

□文/摄 本报记者 崔立东

坐标：东经128°、北纬46°。
面朝松花江，背靠小兴安岭，“寒地龙药”代

表品种之一五味子就散布在这片广袤的丘陵山
地之中。

白天日照足，昼夜温差大。在温带季风吹拂
下，位于小兴安岭中段南麓的清河林区形成了独
特的森林小气候。

烈阳照射，夜雨婆娑，寒凉的夜风一遍遍吹
过。经过了阳光、水气、寒风的浸润与洗礼，每一
粒五味子都充分吸收了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滋润。

每年秋季，被当地称为山花椒、药界称之北五
味的五味子便进入成熟期，一颗颗红豆装点着田
野、染红了山谷，红毯一样铺就的晾晒场映红了药
农的笑脸……

甜蜜浸入药农的心里，这是五味子的第六
种滋味。

五味子，是一种具有辛、甘、酸、苦、咸五种
药性的果实，辛养肺、甘补脾、酸入肝、苦清心、
咸滋肾。医书记载，这种五味俱全的果实，对
人体五脏有良好的补益作用。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的
东风吹“红”了五味子，给这个有着60多
年种植历史的神奇中药材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
息称，目前，我省五味子以其籽粒
饱满、药效突出享誉全国，已经
打造成“寒地龙药”优势品牌，
挑起了我省中药材名优品
种的大梁。

“清河红”五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