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天池）记者从黑龙江省蚕蜂业
发展中心了解到，2022 年，全省实现养蜂 126 万
群，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同比增长6.8%；全省蜂群
规模位于全国第三位；全省蚕蜂产品产量达到
10.23 万吨，同比增长 5.46%。今年我省将建设北
纬 45°椴树成熟蜜黄金产业带，养蜂规模预计达
134万群以上。

我省通过蜂业质量提升行动以及科技示范基
地建设，促进蚕蜂科技集成示范带动作用。萝北
县九里庄蜜蜂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4家单位被
评为2022年黑龙江省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健
之源黑蜂天然食品有限公司被推荐为国家现代农
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黑龙江省健之源黑蜂天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秀东告诉记者，我们与十余个合作社进行合
作，带动蜂农 600至 800人，蜂蜜、蜂胶、蜂王浆等
蜂产品行销全国。

据了解，我省不断提升蜂品牌影响力，去年全
省取得国家地理标志蜂产品 4 个、绿色食品认证
22 个。培育出“饶峰”“健之源黑蜂”“慈蜂堂”等
享誉全国的知名椴树蜜品牌，其中饶河东北黑蜂
产品年创产值达3.2亿元。

黑龙江省蚕蜂业发展中心主任高清表示，今
年我省将继续办好中国椴树成熟蜜产业大会及椴
树花蜜节，推动黑龙江椴树成熟蜜品牌建设，打造
中国的“麦卢卡”蜂蜜。推动品牌标识产品认证。
鼓励区域公用品牌主体、农产品企业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继续推
进成立东北黑蜂大区保护联盟建设，打造蜂产品
区域公共品牌。

此外，今年我省将推动数字蜂业加快发展。
在全省养蜂重点县（市、区）进行试点，通过以点带
面的形式，力争三到五年内打造我省 30%以上的
规模化蜂场实现数字化。

今年我省养蜂规模预计达134万群以上。
本报记者 苏强摄

134134万群万群！！我省养蜂我省养蜂
定下新目标定下新目标

本报讯（见习记者梁金池）近日，佳木斯
市人社局驻村干部护送着一辆满载绵羊的卡
车来到桦南县驼腰子镇上桦村，为这里符合
条件的残疾儿童家庭送来了33只绵羊。

发放现场热闹非凡，在干部们的有序组
织下，村民开着三轮车领取分给自己的羊，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此次发放绵羊仪式，
不仅为驼腰子镇上桦村残疾人增收提供了保
障，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发展蓄势赋能。

记者从桦南县乡村振兴局了解到，驼腰
子镇将致力于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畜牧养殖作为助农增收的重要举
措，进一步完善“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培育致富带头人，加快扩大驼腰子镇
现代农业发展规模，带动绿色农业、设施农业
规模化发展。

发了“致富羊”
农民喜洋洋

□本报记者 周静

这个春天，绥化市安达市升平镇板子房村的
李大勇可真是忙起来了，找他改装农机具的人来了
一波又一波。大家改装农机具都是一个目的，为了
玉米套种燕麦。

跟李大勇一样忙的还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的种植专家们，他们忙着到 14个乡镇推广这一模
式；还有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教授，他们忙着
解决提高燕麦裹包青贮制作质量的技术问题；还
有农机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他们忙着研发轮式
燕麦收获机……

“我自己也要种150亩，这样种有账算。”李大
勇是大家公认的农机“土专家”，从这个模式开始
试验他就跟着不断改装机械，了解这个模式的好
处。

第一原种场的董大鹏今年要套种200亩。“原
来的机械改一下就能用，去年市农业农村局试种
时就是李大勇给改的播种机、打药机和收割机，效
果非常好。”

去年，安达市农业农村局提出了玉米“4090”
通透栽培套种燕麦技术并进行了试种，在90厘米
集条带上先种燕麦，然后在40厘米播种带上进行
小行距玉米双行免耕播种，实现玉米与燕麦共同
生长。经专家实地测产，燕麦亩产890.33公斤，纯
利润能达到 300 元以上；玉米亩产 881.7 公斤，产
量与常规种植玉米产量相当。

“燕麦玉米套种模式的好处很多，首先是增产
增收，托管主体与农民都有账算，有利于土地规模
化经营。其次是无形中增加了土地面积，‘一地双
收’等于多了一倍土地。第三是有利于保护黑土
地，这种模式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投入，减少了风蚀
水蚀对土壤的侵害。”安达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喜
刚介绍。

去年冬天，安达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厂家
和相关技术人员，在去年燕麦玉米套种轮式收获
机械的基础上，设计生产履带式收获机械，这种机
械增加了收获能力，提高了复杂环境效率，解决了
雨季进地收获难题，同时通过更换割台解决了雨
季收获玉米青贮难题。

随着难题一个个解决，农民实施套种的信心
也足了：老虎岗镇永和村周宪平400亩，羊草镇承
平村潘英军 150 亩……今年，安达全市计划推广
种植1000亩。

天气越来越暖，董大鹏的“春耕图”也越来越
清晰。“我的地秋天都整完了，就等清明节前后着
手先种燕麦。燕麦种完，等到 4 月下旬就开始种
玉米。”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建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
饲草料生产基地’‘大力发展青贮饲料’，燕麦就是
蛋白含量特别高的优质青贮饲料。我们安达是牛
城，套种的燕麦完全可以就地消化。”杨喜刚一直
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在去年试验成功的基础上，
今年他们在市农技推广中心试验田还要进行几个
试验：一是探索在当前墒情下套种地块的用肥量，
同时适当增加“90”部分施肥，并跟踪测产，以取得
燕麦更高的产量；二是试种大麦套种玉米；三是试
验麦子燕麦复种；四是开展燕麦和燕麦的复种。
通过以上试验，探索在安达现有土地状况下农户
增产增收新渠道。

安达
粮饲双收有一“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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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饲草料生产
基地，加快苜蓿等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青贮
饲料，加快推进秸秆养畜。发展林下种养。深
入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合理利用草地资
源，推进划区轮牧。科学划定限养区，发展大
水面生态渔业。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水
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培育壮大食用

菌和藻类产业。加大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力度，健全追溯管理制度。

我省地处世界公认的黑土带、黄金玉米
带和黄金奶牛养殖带，森林面积21万平方公
里，居全国第二位，可用于发展林下产业的林
地面积近1亿亩，有6000多个天然湖泊、100
多种野生鱼类，农业生产物质资源全国第

一。我省提出，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
下，坚持向森林、草原、江河湖要食物，向植物
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加快发展现代畜
牧业、冷水渔业、生态森林食品产业、设施农
业，在全国率先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

近日，本报记者深入各地，探寻我省践行
大食物观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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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大食物观践行大食物观
推动农林牧渔高质量发展

□见习记者 唐海兵 本报记者 吴玉玺

惊蛰一到，万物一新，全省各地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备春耕。而在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帽儿山林场，他们的“备春
耕”已经结束了——“今年我们一共生产了200万袋黑木耳菌包，待到3月下旬，这些菌包将会被发往延寿、海林、绥阳
等地，送到种植户的手中。”生产负责人田成龙介绍。

不仅仅是黑木耳产业，我省农、林、牧、渔各项产业发展也正如火如荼，在龙江大地上奏响大食物观“交响曲”。
近日，记者走进多个县市，探访各地如何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让我省大粮仓更加丰富多元。

走进帽儿山林场的养
菌室，入目是排列整齐的
黑木耳菌包，在发往全省
各地前，它们都会在舒适
的“空调房”内健康生长。

“菌包已进入养菌状
态，对于温度、湿度等生存
环境条件要求十分严格。”
田成龙介绍，养菌室内设
有智能进风、排风系统，用
来调控温度和湿度。每天
早中晚，都会有值班人员
过来查看，以保证菌包质
量。

今年，林场除了出售
菌包外，还利用高筐养菌
的优势，生产研发出锯末、
枝条二级固体菌种，累计
销售 5000 包锯末菌种、
1000包枝条菌种。

田成龙给记者算了一
笔经济账：“1 包锯末菌种
能产 40 袋三级菌包，1 包
枝条菌种能产 150 到 200
包三级菌包。同时，菌种
的利润比出售木耳菌包高
2到3倍。产量高效益好，
对林场和种植户来讲是一
件双赢的事。”

谈起未来规划，田成
龙有个想法，“我们打算依
托林场现有的 30 栋黑木
耳养殖大棚和1万平方米
的露天养殖区域，建设专业
化菌类产业园区，持续扩大
种植规模，在带领林场职工
及周边村民致富的同时，把
林场的黑木耳和菌包销售
到全国各地。”

2022 年 ，我 省 印 发
《全省林下产业振兴行动
方案》，聚焦森林食物产业
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推进“向森林要食物”
的行动指南。省林草局负
责人表示，我省将聚焦森
林中蕴含的丰富食物资
源，大力发展林下种养殖
等特色优势森林食物产
业，推动全方位、多途径开
发食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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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呼兰水产试验
场，池水虽未完全解冻，但科研人员们正
在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备春耕”。

“池塘冰封期马上就要结束，即将迎来鱼
类的产卵期，现在我们进行着孵化设施、催产
药物和幼鱼饲料等筹备工作。”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黑龙江
水产研究所）所属农业农村部水产生物技术
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户国说。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是我国成立最早、
北方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淡水水产科研机
构，开展水产生物技术、水产遗传育种、水
产增养殖技术、水产病害防治、渔业资源
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是我省渔业产
业发展的“智囊团”。

就在前不久，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创制
出世界首例无肌间刺鲤科鱼类基因编辑
新种质，诞生了“无刺”鲫鱼。

“我们完成了无肌间刺鲫鱼规模化繁
育，获得发育正常的无肌间刺鲫鱼第三代
群体 2 万余尾，无刺比例为 100%，证实了
无肌间刺性状可遗传。在突破了‘卡脖子
’技术难题的同时，也将解决老百姓吃鱼

‘卡嗓子’问题。”户国介绍。
不仅仅是“无刺”鲫鱼，黑龙江水产研

究所还培育出了“松浦红镜鲤”“易捕鲤”
和镜鲤“龙科 11号”等 3个鲤鱼新品种；杂
交鲟“鲟龙 1号”、虹鳟“水科 1号”和“全雌
1 号”等 3 个冷水鱼新品种，为国人餐桌上
的“全鱼宴”增添了新的选择。

为“全鱼宴”增添新选择

在鸡西绿海林业有限公司北药苗木繁
育中心内，技术人员们正在进行刺五加外
植体组培实验。繁育中心副主任于成龙向
记者介绍，刺五加组培实验是通过采收优
良单株的嫩芽或以刺五加种子合子胚作为
外植体，通过激素诱导获得胚性愈伤组织，
再添加到液体培养基中获得体细胞。

“预计 3 月下旬就可以获得成熟体胚
转移到GA3MS培养基中诱导生根获得刺
五加幼苗。”于成龙说。

刺五加是我省道地中药材之一，位居
“龙九味”之首。我省刺五加蕴藏量居全国
第一，总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80%以上。按
照我省2023年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要点，
刺五加将作为“寒地龙药”的旗舰品种和首
位经济重点发展，把我省打造成全国最大
的刺五加生产、加工、销售基地。

在北药苗木繁育中心的户外种植区
域，记者看到，一排排标记着不同产地的刺

五加苗正在茁壮生长。
“这是我们的种源资源圃，也是全省唯

一的刺五加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我们从
全省10个地区精选优质刺五加种源，将他
们放在统一的环境条件下生长，通过长期
监测优选出性状较好的刺五加单株进行组
培实验，就可以繁殖培育出更适宜本地生
长、药性和品级更好的刺五加种苗。”鸡西
绿海林业有限公司副经理杨忠华说。

为了组建这一现代化创新型种苗繁育
平台，鸡西绿海林业有限公司从上海等地
引进各种大型设备，同时邀请东北林业大
学专家级教授进行专业指导。

杨忠华介绍，在试验阶段结束后，即
将进入扩繁阶段，每年可以提供优良北
药苗木 100 万株至 200 万株，逐步形成生
产、科研、试验、示范、繁育推广、种质资
源保存的多元化基地，助力我省北药产
业发展。

打响“寒地龙药”金字招牌

振兴路上

同江市的草莓采摘园同江市的草莓采摘园。。

东宁市道河镇木耳采摘现场东宁市道河镇木耳采摘现场。。本报资料片本报资料片

北大荒集团五九七农场有限
公司盛产的水果。 五九七农场有限公司梨花盛开。 本稿件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马天勇 本报记者 宋晨曦

春回大地，冰雪消融。在黑龙江省
嫩江市双兴村，“种菜达人”们正在自己
经营的温室大棚里忙得热火朝天，自“大
棚经济”发展以来，村民们的腰包逐渐鼓
了起来。

“大棚种菜一定要把握好育苗时间，
东北冬天周期长，每年 2 月份就要开始
准备育苗，这样才能在蔬菜成熟时卖出
好价钱……”为了种好大棚蔬菜，双兴村
党支部下了不少功夫，通过组织种植户
外出观摩学习，线上学习，同时结合实
际，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出一套大棚蔬菜
种植技术。眼下，双兴村“大棚经济”逐
渐形成规模，35栋连片温室大棚蔚为壮
观。

嫩江镇团结村带领 26 户村民加入
鲜葱温室栽培行列，被列为庭院经济示
范村、前进镇文质村创办“丽英三姐”酸
菜厂，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0余万
元、长福镇德胜村利用150亩耕地，发展
甜糯玉米种植，新建贮藏冷库，增加村民
收入10万余元……

如今，特色农业产业在嫩江市各乡
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发展。嫩江市将继
续围绕“一村一品”发展思路，调整产业
结构，激活农村市场经营，大力发展特色
果蔬种植产业，推动形成规模化、产业
化、标准化的特色经济发展格局，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大棚里面绿油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大棚经济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