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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快讯

振兴路上

本报讯（记者宋晨曦）19日，黑龙江
省粮食行业协会、省大米协会第四届二
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四届三次理事会在哈
尔滨召开，会上为省级第八批放心粮油
示范企业、2022年度“黑龙江好粮油”产
品企业举行了授牌仪式。

近年来，两个协会以保障粮食安全
为核心，以优化质量管理、规范粮食企业
经营行为为重点，紧紧围绕国家、黑龙江
省粮食工作重心进行政策解读，帮助会
员单位及时了解市场信息，抢抓市场机
遇；聘请专家讲座，实施品牌战略，促进
企业转型升级；围绕我省绿色优质粮油
产品的优势，组织企业参加各种展会，持
续开展“黑龙江好粮油中国行”专项营销
等活动，在推进我省“优质粮食工程”建
设及推荐我省特色产业县（市）命名等工
作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放心粮油企业
受表彰

□文/摄
本报记者
李天池

用心感受百姓
困扰，将普通乡镇建
设为全省特色乡镇
……凭着对“三农”
工作的热情和为农
民实实在在办点事
的初心，哈尔滨市香
坊区黎明街道办事
处街工委书记曹鸿
雁获得了中国 2022
年度“三农”人物。

据悉，中国“三
农”人物推介活动自
2005 年至今已举办
15 届，此次活动由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和
国家乡村振兴局政
策法规司指导，中国
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和中国扶贫发展中
心联合主办，共推介
产生了十项年度“三
农”人物和三项单项
奖。踏实能干、敢啃

“硬骨头”的曹鸿雁
从全国 1000 余人中
脱 颖 而 出 ，成 功 入
选。她说：“这对我
来说是鞭策和动力，
我们将凝心聚力抓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经济好了，才能为农
民提供更多更好的
保障。”

2 月 13 日一早，
曹鸿雁便来到了位
于哈市香坊区双榆
树 村 乾 宝 隆（黑 龙
江）生 鲜 冻 品 交 易
港·网络货运项目基
地。

“企业目前还有
哪些困难？”“9 月份
正式运营后还需要
我 们 跟 进 哪 些 服
务？”……项目现场，
该企业负责人为曹

鸿雁的“保姆式”服务频频点赞：“项目在刚
审批时，曹书记就一直在跟进服务，帮助我
们协调沟通各相关职能部门，使得项目手
续3个月就成功办理完成。我们项目从破
土建设到主体封顶只用了88天。”

随后，曹鸿雁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团
结村，进温室、问备耕……她说：“现在真是
一天掰成几天过，为了全力冲刺首季‘开门
红’，我得卯足干劲起好步！”

就是这股子拼劲，让她交出了一张优
异成绩单。

2013 年 4 月，曹鸿雁任向阳镇党委书
记，8 年时间里，她带领班子成员“撤乡建
镇”实现了由乡到镇再到特色小镇的转变，
现在，向阳镇已经蝶变为投资热土。全镇
新增市场主体取得了翻两番的好成绩，村
民人均年收入由以往的 16000 元上升到
20000元以上。

曹鸿雁告诉记者，向阳镇聘请城市规
划专家，制定了向阳镇发展战略，按照规划
实施建设的东兴村、东平村、东胜村，被评
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为配合哈牡
高铁新香坊北站的建成通车，向阳镇建设
了站前景观大道，修建了温泉路、花海路、
通福路等高标准的城镇道路50余公里，为
农业特色旅游提供了交通保障；建设了哈
尔滨市首个乡镇级的消防站，组建首个乡
镇级的保洁大队，补齐了乡镇基础设施短
板，完成了绿化、亮化、美化工程；拆除违规
大棚房，实现复耕土地 50 万平方米，最大
程度改善生态环境。

随着向阳镇生态环境的改善，唤醒了
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对
村屯环境进行管理，村貌和村民精神面貌
发生了质的改变。

曹鸿雁担任香坊区黎明街工委书记
后，结合黎明地区半城半乡的特点，研究制
定“以城带乡、以商促农”的发展建设方
案。凭着服务的热情和真诚，黑龙江乾宝
隆与京东集团合作的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
顺利落地开工，同时又引来瑞云冷链科技
有限公司的黑龙江总部基地在此选址建
设。乾宝隆现已投资建设 2 亿余元，预计
在今年年底前达到4.5亿余元，达产生效后
预计实现税收3亿元。

对于未来，曹鸿雁信心满满：“我们将
依托黑龙江乾宝隆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
的建设，打造哈尔滨市主城区边缘地区的
集农业观光、采摘、休闲度假和农产品深
加工与体验为一体的省内知名的乡村振
兴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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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见习记者 唐海兵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树立大食物观，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
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分领域制定实施方案。

我省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龙江鲜食玉米的
品质与口碑远传国内外，鲜食玉米也成了无数种植
户的增收“摇钱树”。如何更大效益地发挥龙江鲜
食玉米潜力？近日，记者深入走访省农投集团鲜玉
良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鲜玉良田），看他
们如何打造鲜食玉米全产业链集群，走出一条鲜食
玉米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的现代化新路
子。

资源整合共下“一盘棋”

连日来，克山县北联镇新兴村的村民们正忙活
着将土地进行托管。

“我家有 20 亩地，原来流转出去，每年能收入
1.6 万元左右。今年换了个方式，全程农业生产托
管了，预计收入2.6万元，直接增加了1万元。闲下
来的时间我还可以外出打工，又能赚不少钱。”与村
民顾坤福一样，新兴村的村民已经对土地托管后的
生活做好了规划。据了解，此次新兴村共有2万亩
土地加入全程农业生产托管，将全部种植鲜食玉
米。

“土地托管后，我们将实行标准化、规模化种
植，提高鲜食玉米品质与产量的同时进一步助农增

收。”鲜玉良田总经理马树森介绍，良好的区位优
势，使得生产的鲜食玉米具有较高的营养和较好的
适口性，受到市场和消费者追捧。

将鲜食玉米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既能满足
全国消费者的食用需求，又能保证玉米的高标准品
质，成为了鲜玉良田主要攻关目标。

“我们选取我省东、中、西部不同积温带，在哈
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双鸭山等地进行资源
整合，以全程农业生产托管、联合种植等方式进行
产业布局，充分发挥自然区位优势，凝聚鲜食玉米
发展潜力，共下‘一盘棋’，推动鲜食玉米产业更快
更好发展。”马树森说。

目前，鲜玉良田已在全省布局鲜食玉米基地达
10 万亩，其中自有基地 8.5 万亩，合作基地 1.5 万
亩，奠定了良好的鲜食玉米生产基础。

订单农业助农增收有保障

在青冈县福禾农业有限公司，一辆辆载满鲜食
玉米的运输车整装待发，这样的景象在往年的这个
时节是没有的。

“以往我们鲜食玉米的销售黄金期就是秋收后
的几个月，自从鲜玉良田对我们企业进行帮扶后，
签订了500万穗的订单业务，现在我们冬天也要正
常出货。”青冈县福禾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德军
说。

黑龙江省农投产业融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黑龙江省鲜玉良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任关宇告诉记者，龙江鲜食玉
米虽已闻名全国，但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鲜食玉米企
业却呈现“散而不精”“多而不强”的状态。

为改变这一局面，鲜玉良田作为牵头企业，联
合当地多家鲜食玉米企业抱团经营、精准对接客
户，形成“鲜玉良田+基地+合作社+加工厂”的“1+
3”模式，以金融赋能、科技赋能、管理赋能、品牌赋
能等方式解决鲜食玉米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有效
解决了企业各自为战、销路不畅、品牌不强等瓶颈
问题，推动当地鲜食玉米产业发展，保障玉米种植
户的应有收益。

“2022年，我们帮助支持了 7地 10余家鲜食玉
米企业，产销总规模超过 2 亿穗。带动就业岗位

3000 余人，为鲜食玉米种植户每亩增收 500 元至
800元。”任关宇说。

叫响龙江鲜食玉米品牌

14 日，首届中国（哈尔滨）冰雪美食节开幕。
在哈尔滨主会场，鲜玉良田的鲜食玉米展台分外吸
睛，颜色金黄、颗粒整齐的鲜食玉米，放在蒸锅内加
热15分钟后便飘出诱人的玉米香。

在大庆市林甸县泽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女工
们忙碌在鲜食玉米脱皮玉米果肉的生产线上。此
单品已稳居抖音电商平台鲜食玉米产品日销售量
前3的位置。

“除成穗的鲜食玉米外，我们也掌握了鲜食玉
米粒的加工及脱皮技术，2023 年将会研发生产一
系列新产品，将农业与科技结合，将龙江鲜食玉米
的路子越走越宽。”马树森说，目前，鲜玉良田的销
售渠道以线上线下相结合为主，已与大北农集团、
黄羊河集团、河北田园食品、广东宏安集团、辽宁川
顺食品等企业开展长期合作，同时在电商平台进行
销售。

马树森表示，未来，鲜玉良田将继续依托于省
内优势资源和国企背书，整合鲜食玉米产业种植、
生产、技术、品牌、渠道等资源，盘活优化存量资源，
精准服务龙江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打造龙江鲜食玉
米公共品牌。

良田出良田出““金金””叫响鲜食玉米龙江品牌叫响鲜食玉米龙江品牌
近日，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印发《河南省贯彻落实〈乡
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
出到 2025年，乡村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农
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方案》提出，加强道路、
供水、能源、物流、信息化、综
合服务、农房、人居环境等农
村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治
理。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
工程，发展太阳能、风能、水
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清洁
能源，加强农村防汛抗旱和
供水保障，强化水源保护和
水质保障，实施规模化供水
工程建设和小型供水工程标
准化改造。实施数字乡村建
设发展工程，结合河南省县
域城乡信息通信网络建设一
体化行动、县域城乡广播电
视建设一体化行动，推进数
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
融合，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
点。严格保护农业生产空间
和乡村生态空间，严禁随意
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
民意愿大拆大建，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求好不求快，
干一件成一件，努力让农村
具备更好生活条件，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乡村。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意义重大，通过不
断夯实乡村基础设施，提升
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
强乡村治理能力，培育乡村
建设样板，力争到 2025年全
省基本完成一轮乡村建设目
标任务，打造好独具河南特
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信息来源：央广网

亮出乡村建设
“施工图”

曹鸿雁在哈尔滨市香坊区黎明街道团
结村的温室大棚内。

看林口如何擦亮看林口如何擦亮大鹅名片大鹅名片
年产值2.5亿元

□本报记者 张雪地

羽毛雪白的大鹅在养殖场里悠
闲地“散步”，寒冬的雪地里、房舍里
不断回荡着“嘎嘎嘎”的叫声，白羽、
白雪，映出林口的一张“雪白名片”。

近年来，林口县大鹅“土特产”获
评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年
产值达2.5亿元以上，鹅产业在这里
被培育成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为啥林口大鹅让人一
吃难忘？这离不开林口县
在养殖方面的优势条件。
林口县属中低山丘陵漫岗
地带，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境内山多林密，植被富
集，非常适宜发展林下鹅养
殖。大鹅胴体光滑饱满，瘦
肉率占比达 87%，鹅肉口感
好、紧实、腥味小，鹅肝大而
嫩，鹅胗紧实，鹅肠壁厚，氨
基酸含量高，营养丰富，是
健康肉类食品的首选。同
时，单只产羽毛 0.3 斤，雕翎
达 14根，一只林口大鹅的鹅
毛比其它地区鹅毛价格多
出 3元。

2012 年，大学毕业的闫
长胜返乡创业，把目标锚
定养大鹅这一朝阳产业。
去年，他成立了昊羽大鹅
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打
算扩大养殖范围，养殖 18
万~20 万只。“目前看，当时
选择养殖大鹅是一个正确
的决定，我们现在打造从
孵化、养殖、深加工的产业
链条，年产值达 2000 多万
元。”闫长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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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林口县大鹅参与到黑龙江
鹅产业集群建设当中，撬动社会资金和自
筹资金投入近 3000 万元，6 个鹅产业经营
主体新建孵化车间、养殖基地、屠宰加工等
项目一个接着一个落地。新建项目全部竣
工投产后，可新增 30 万只养殖规模，并提
升 150 万只孵化能力，完成鹅文化主题推
介传媒创建，进一步拉动全县鹅产业高质
量发展。”林口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博说。目前，林口全县大鹅年孵化能力
发展到 400 万只，规模养殖场（户）达到 47
户，全县养殖总量达150万只，2000只以上
规模养殖场出栏总量超过 100 万只，总产
值达到2.5亿元以上。

为调动养殖户积极性，林口县紧盯“政
策+科技”双保障，制定出台扶持办法，投

入资金160余万元，对经营主体予以“贷款
贴息”“以量限补”“保险补贴”等政策扶
持。积极与东北农大、八一农垦大学、省农
科院等院校开展合作共建，推行科技特派
员制度，推广白鹅品种繁育、标准化养殖、
疫病防治等技术，切实提升养殖标准化、科
技化能力。

在林口，大鹅养殖户之间涌动着互帮
互助的好氛围。“鹅有问题了，找徐井海，他
家有兽医免费到我家给大鹅看病，还能帮
我们采购饲料、定期培训养殖技术，可帮了
大忙。”养殖户口中的徐井海是林口县海华
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一家企业干
得好，不如整个产业发展得好。这几年，林
口大鹅闯出了名堂，现在不少外地企业来
林口县采购，形成了良性循环。”徐井海说。

政策扶持构建鹅产业集群

如何让大鹅企业腾飞？“延伸产业链
条，将鹅资源‘吃干榨尽’是我们的规划展
望。”李博说，没有产业链，再好的产业也
难以持续发展。

林口县积极谋划鹅肉加工、鹅血保健
食品、鹅油日化用品等产业项目。投资
1.5 亿元的中林禽类屠宰加工项目，去年
屠宰加工达到 54 万只，注册完成“百廿
天”系列产品，重庆、成都、新疆等地均有
合作伙伴发展订单生产，年销售额超过
6000万元。另一头，鹅羽绒加工项目也正

“开足马力”建设，2022年以中林鹅屠宰加
工作为试点，精选收集 70 吨（鹅绒）鹅毛，
实现销售收入 700余万元。

如今，林口形成了“龙头企业 + 合
作社+农户”的独特就业体系，县域内
孵化养殖、屠宰加工、美食餐饮等环节
带动就业达 5000 余人，为农民每月增

加收入 3000 元。
近日，林口县召开 2023 年大鹅养殖

及产业项目座谈会，为推进鹅产业高质
量发展群策群力。目前，总投资 1.2 亿元
的鹅美食文化展示中心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即将竣工投产并对外开放。全县鹅
美食餐饮企业发展到 16 家，县域外餐饮
加盟企业达到 23 家，速冻产品、熏制鹅
肉等美食产品已成为走亲访友备受青睐
的伴手礼。

未来，林口县将招引建设一批大鹅
食品深加工企业，积极开发鹅类产品，打
造大鹅产业链，逐步形成以养殖为基础，
以餐饮为牵动，以精深加工为主导的大
鹅产业发展格局，把这些翩翩起舞的白
色精灵们真正打造成为林口富民强县的
腾飞翅膀。

图片由林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打造三产融合全链条

林口大鹅林口大鹅。。

脱皮玉米果肉生产。

鲜食玉米鲜食玉米。。

乡村故事

大鹅美食节。

水边嬉戏的大鹅。

林口县养殖大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