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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程瑶）年初以来，黑龙江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
全力做好备春耕金融服务，加大备春耕贷
款投放力度，截至日前，全省农信系统已
支持各类备春耕生产主体 25.33 万户，累
计投放贷款 49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
亿元。

全省农信系统 2022 年四季度就开始开
展专题调研，全面掌握农业生产形势、备春
耕资金需求和生产资料价格等情况，抢前
启动 2023年备春耕贷款投放工作。省联社
将传统农户、规模种植户、合作社等备春耕
贷款投放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做到资金供
应 100%、有贷款需求对接 100%、符合条件
贷款 100%。

为扩大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效，全省
农信系统积极开展规模种植户评级授信，对
规模种植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
予信用放款、简化手续、优惠利率、提升额度
等“一揽子”支持举措，边评级、边授信、边投
放，确保不误农时。截至目前，已评级 9.28
万户，用信 7.61 万户，用信金额 145 亿元。
为提高办理效率，省联社引领各地行社建立
现场、视频、邮件、电话、微信等多种灵活审
议机制，实现贷款随报随议、随批随放。通
过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网上银行线上办理，
实现农户“足不出户”能办贷、田间地头可还
款，真正让农户省钱、省时、省心、省事。与
此同时，全省农信系统还积极研发“规模种
植户贷”“农机具贷”等创新产品，构建起支
持备春耕各涉农主体的完备产品体系，提升
贷款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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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023 年 3 月 27 日第 5 版
《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一文中，

“确保全省粮食播种面积保持 218
亿亩以上”应为“确保全省粮食播种

面积保持 2.18 亿亩以上”，“脱贫劳
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 1967 万人以
上”应为“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
在 19.67万人以上”，特此更正，并向
读者致歉。

本报编辑部

更 正

□本报记者 毛晓星

3 月末，肥沃的黑土地散发着春的气息。
在齐齐哈尔市依安县上游乡、先锋乡等地，备
春耕生产已全面掀起高潮。

“今年备春耕，最忙的是合作社，因为俺们
村的农户都已带地入社，他们现在啥心不操，
买农资、修农机……啥啥都是合作社的人在
跑。”先锋乡集福村党支部书记赵忠国介绍。

在依安县上游乡、先锋乡，土地规模化种
植从去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推进。从春耕到秋
收，没入社的农户眼瞅着这种管理先进、耕作
科学、资源整合、机制创新、服务高效的现代化
农业模式让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于是从年初以来，“加我入社”正在村里兴起，
各种合作社已成为备春耕的绝对主角。

上游乡建明村党支部书记韩作国介绍，从
正月初六开始，到他家要求入社、打听入社情
况的村民就没断过，经常是刚起床电话就进来
了。“我都让他们去找村会计写申请。昨天一
看，全村的地差不多都入社了。”韩作国说。

合作社聚智聚力。该上农机上农机，该上
人力上人力，地伺候得比农户自己都精心。尤
其大垄技术的广泛应用让老庄稼把式们眼前
一亮。“科技增产给所有农户都整服了，都说大

垄技术不仅抗旱、抗涝、保墒，光照和透风效果
好，还大大提高化肥利用率。播大垄的农机是
气喷式的，下种位置和深度精确，保墒，有一粒
种子没下去会自动报警，极大保证了播种效果
和出苗率，也为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韩作
国说，正是合作社科学耕作、高效服务才让农
户放心带地入社。目前，建明村已实现土地规
模经营整村推进。

与建明村情况一样的还有相邻的建华
村。建华村党支部书记邢春光说，经过这一
年，村民都算明白账了，带地入社规模化连片
经营，不仅产量高收益好，集采农资质优价廉，
自己还可以腾出时间搞养殖、小园经济或出去
务工增加收入。目前，建华村也已实现110厘
米大垄土地规模种植整村推进。

与合作社推行保底运营的建明村和按入
股分红的建华村不同，先锋乡集福村的农业技
术合作社将这两种运行模式并行。“保底模式
就是合作社每亩地给农户 1100元钱，收益多
少跟农户没关系；入股分红是按地入股，农户
出地参与种，给合作社交田间服务费，到秋收
益与合作社一起分。”集福村党支部书记赵忠
国表示，从目前来看，选择入股分红的社员略
多一些，“这也说明更多农户信任我们，愿意与
合作社一起成长。”

“还是加入合作社最托底”
依安县备春耕见闻

我省备春耕生产进入收官阶段
本报讯（记者周静 李天池）27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随

着天气转暖，我省部分地区小麦开播，同时全省各地备春耕生产工作
也开始进入收官阶段。

据农情调度，截至 3月 23日，全省种子已下摆 82.5%，同比快
8.6个百分点；化肥已下摆 80.7%，同比快 11.7个百分点；0#柴油
已下摆 60.3%，同比快 1.5个百分点；农药已下摆 38.4%，同比快
8.8 个百分点。同时引导农民余粮变现，积极协调农村信用
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为
春耕生产储备好资金。

为了全力抓好清雪扣棚、备土做床，2月21日，省农业农
村厅印发《关于做好全省水稻育秧大棚清雪扣棚及智能程
控水稻浸种催芽车间设备检修工作的通知》，提早组织各地
进入备耕状态。截至3月23日，水稻育秧大（中）棚已完成
清雪 107.4 万栋，占应清雪的 99.8%，已完成扣棚 103.5 万
栋，占应扣棚的95.5%。

省农业农村厅还以农机冬检冬训为契机，指导各地加
快完成检修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收获机和水稻插秧机
等各类春耕机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以农
机维护保养操作技能、农机化新技术、农机化政策法规与安
全常识为主要内容的农机化大培训活动，提升农机技术操作
人员技能水平。截至 3月 23日，全省已培训农机管理和农机
驾驶操作等农机从业人员 7万人次。已检修农机具 269.19万
台（套），占计划的96.8%。

为了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省农业农村厅还印发了《黑龙江省
2023年农作物优质高效品种种植区划布局》《关于抓好2023年备
春耕生产的指导意见》《2023年黑龙江省农作物栽培模式汇编》等
一系列技术指导意见，科学指导全省备耕生产有序推进。截至 3月
23日，全省已开办植保技术大讲堂、农技推广大讲堂等网络培训班16
期，累计技术指导7.1万人次，培训农民97.1万人次。

农民选购高速播种机。 本报记者 李天池摄

□本报记者 宋晨曦

化肥被称为“粮食的粮食”，是保
障农业稳产增产的关键。备春耕时
节，我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成员
活跃在田间地头，利用网络订购、测土
配方施肥等服务举措与农户建立了紧
密、长效的沟通，打破了原有层层分销
的农资流通方式，打通了化肥供应的

“最后一公里”。
25 日，巴彦县巨农种植专业合作

社工作人员驱车来到巴彦县山后乡，
给种粮户鲍玉峰送去之
前电话订购的复
合肥。工作
人 员 当
面 进
行

了核实分发，并把这些物资送到指定
地点。这是巴彦县巨农种植专业合作
社开展农业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其中
的一项工作。

“山后乡离县城较远，我们农户去
一趟县城成本很大，幸好有巨农种植
专业合作社为我们联系化肥生产厂
家，拿到了相对低的价格，只要一个电
话他们就能送货上门，真是太方便
了。”鲍玉峰说。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是
绥棱县后头乡种植户张显文经常说的
话。

每年备春耕，为自家农田
选化肥是张显文的头等大

事。今年张显文学会
了用手机 APP 农资

服务软件选择化
肥，他在APP上

将 每 种 化 肥
的成分看得
仔仔细细，
咨 询 农 化
专家后才
下单。“坐
在炕头订
化 肥 ，田
间地头接
农资，真是

太 省 事 儿
了。”张显文

说。

“去年农化专家指导我使用化肥
的要点，我家的玉米长势良好，产量
高、品质好。今年，农化专家又教我使
用手机APP，在手机上就能学到不少种
植生产知识，而且用手机 APP 预定化
肥更方便。”张显文说。

测土配方施肥能使农作物生长得
到充足的养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农化专家从前一年秋冬便开始活跃在
田间地头。目前，他们精准制定出了
农作物的“营养”配方，同时越来越多
的农户也学会了根据土壤营养环境选
购化肥。

27 日，农化技术员为绥化市北林
区农户谢臣进行了一次上门服务。“我
终于把建议卡盼来了。”谢臣说。农化
技术员金成功简要地对谢臣说：“经过
检 测 ，咱 家 水 稻 田 中 的 土 壤 氮 为
241ppm，含量丰富，建议选取低氮通用
肥补充；磷为 48ppm，含量适中，建议采
用作物专用肥适当补充；钾为 285ppm，
含量极丰富，建议少施钾肥；土壤中有
机质含量适中，为 3.13%，建议按推荐
的最佳配方施肥；土壤偏酸，pH 值为
6.2，建议施用碱性肥料调理。”

金成功将“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
交到了谢臣手中。谢臣说：“以前我们
买肥都是盲目跟从或随机购买，那时
不懂啥是土壤环境，
也不会给农作
物 搭 配 施 肥 。
现在有了农

化专家上门服务，并给出精准建议，这
让我们买肥时心里有底了。”

省供销社倍丰集团农化服务中心
主任朱有利介绍，当前倍丰集团的技
术人员和业务人员正在分析检测结
果，为测土配方客户发放测土配方施
肥建议卡，提供选肥、用肥建议，预计 4
月末全部发放完毕。

2003 年，倍丰集团开始在龙江大
地上探索和研发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归整农业信息，建立土壤数据档案，开
启测土配方施肥之路，现在已形成百
余人的农化专家团队，依托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为广大农民提供作物种植
全程解决方案，开展新产品、新技术的
研发、应用与推广；利用“3S”技术，开
发“互联网+空间技术”精准施肥服务
平台，推动测土配方施肥的数字化与
智能化。

今年，倍丰集团已经在全省完成
定位土样采集近万份。同时，计划在
全省范围内，建设标准化示范田 50 块
以上，力争完成本年度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推广新增 500万亩，实现年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 2850万亩的目标。

对各种理化指标进行检测。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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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化肥供应“最后一公里”

□刘沬含
本报记者 王白石 王宗华

虽然过了飘雪吃大鹅的季节，各
地大鹅销售都迎来了淡季，但绥滨白
鹅却热度不减，被装上一辆辆冷链运
输车销往全国各地。能让绥滨白鹅
淡季不淡，得益于绥滨县鹅产业全产
业链发展。

日前，记者来到两江牧业 6000
立方米的肉鹅储藏冷库前，一辆 13
米长的加挂冷链车正停在库门口，来
来往往的工人有的在打包有的在过
称，一箱箱 20 公斤的订单白条鹅正
在“排队”进入冷链车厢。

“我们一会出发三天左右到达上
海，这趟冷链运输线我已经跑了7年。”
上海金凤熟食加工厂运输部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这次在绥滨订了32吨白条
鹅，主要用于加工熟食制品，我们跟绥
滨县两江牧业有限公司合作了7年，他
们的产品很让我们放心。”

三月份，绥滨县两江牧业有限公
司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输出订
单120笔，卖出白条鹅100余吨，实现
销售额300万元左右，第一季度肉鹅
销售实现首季开门红。

绥滨县地处黑松两江交汇的三
角洲地带，拥有两江一河，泡泽密布、
水草丰茂，对于肉鹅养殖具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鹅养殖也因投资小、
周期短、见效快，成为绥滨县农民增
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库房里还有 140吨左右的白条
鹅，都已装箱，主要发往江西、上海、
南京一带，鹅心、鹅肝等产品也已被
订购，这些在南方很受欢迎，每年都
供不应求。这两天我们孵化中心设
备也上来了，3月底10万只鹅蛋就进
入孵化模式，一个月后小鹅仔就能出
壳，忙完了‘老鹅’开始忙‘小鹅’。”绥
滨县两江牧业有限公司经理肖强介
绍。孵化中心的小鹅出壳后，经一系
列免疫检查及疫苗接种后，将被送到
全县各村头院落。

依托政策补贴
壮大规模“延链”

绥滨县专门成立肉鹅产业推进
攻关组，多次召开鹅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制定了扶持肉鹅产业发展专项
优惠政策，每年每个脱贫户都能免费
获得20只鹅雏，提供免费饲料，并对
符合要求的养鹅户（场、合作社）给予
鹅雏补贴、大鹅养殖保险补贴等，为
肉鹅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采取“圈养+轮牧”养殖模式发
展肉鹅饲养，建设标准化种蛋孵化车

间，年孵化鹅雏能力达 100 万只以
上，建成鹅养殖示范基地27个，辐射
带动98个规模场户5000余人参与肉
鹅养殖，每年可养殖肉鹅 150 万只。
不断健全鹅养殖产业技术服务机制，
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定期开展实地
指导 260 余人次，开设肉鹅饲养、动
物防疫等专项技术培训班 20 余期，
基本实现养殖人员全覆盖。

引入龙头企业
推动加工“补链”

每年秋天，养在各村各户白白胖
胖的成鹅将会有专门养鹅基地按当
前最高市值上门回收，这些白鹅被送
到肉鹅屠宰加工厂进行统一处理，按
市场需求制成不同产品进行销售。
绥滨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本地鹅
带来的“福利”。

绥滨县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努力
延长产业链条，成立了绥滨县两江牧
业有限公司，建设了年屠宰加工肉鹅
200万只的肉鹅屠宰加工厂一处、引
进国内技术领先的全套熟制品加工
技术的肉鹅熟食加工生产线一条，形
成了以肉鹅养殖、屠宰、肉品深加工
及销售、羽毛加工和羽绒制品生产销
售为一体化的“龙头+基地+农户”全
产业链条，打造了我省东部地区最大
的肉鹅产业基地。

构建关联品牌
拓宽产业“强链”

江西华曌企业管理集团于 2021
年在绥滨成立了黑龙江省绥滨大鹅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开发了大鹅羽
绒制品、大鹅食品等项目，实施绥滨大
鹅小镇、大鹅产业园中园和绥滨大鹅
品牌体验中心建设，绥滨大鹅品牌羽
绒服、羽绒被、绥滨板鹅等产品已正式
进入品牌体验中心进行市场销售，并
深受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喜爱。

绥滨大鹅集团还设计了绥滨大
鹅品牌 logo、绥滨板鹅包装、大鹅酒
包装，申请注册了“鹅老大”“鹅司令”
两个商标。集团已在哈尔滨道里区
商业繁华路段购买了 2365.7平方米
的办公楼，拟投资建设绥滨大鹅品牌
体验中心，整合全省大鹅产业资源，
推广绥滨大鹅品牌。未来，绥滨大鹅
集团将利用江西华曌企业管理集团
优势，积极拓展外贸业务渠道，推动
绥滨大鹅品牌走向国际市场，推动绥
滨县肉鹅产业提档升级，走出一条高
质量强县富民的新路子。

待出栏的成鹅。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一个月卖出300万元

淡季不淡“鹅”有订单

（上接第一版）“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我们要继续与科研院所加强
合作，对‘稻花香 2 号’进行提纯复
壮，加快‘中科 613’水稻新品种的推
广进度。”乔文志说，他们将从源头擦
亮五常大米的“金字招牌”，为大米产
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黑龙江佳木斯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是全国唯一以水稻为
主导产业的农高区。全国政协委员、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态环境技术中
心主任赵坤宇近日在这里调研水稻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最新进展。

“今年两会，我提交了《关于加强
水稻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提案》。”赵坤宇说，她将积极履
职尽责，努力帮助完善种质资源保护
设施建设，完善农高区管理与服务体
系，打造东北稻区种业创新高地。

守护黑土粮仓

黑土地被称作“耕地中的大熊
猫”，需要用心呵护。在集贤县永胜
农机合作社，记者看到了近 20 个用
于粪肥还田的铁制大容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耕地
保护，我们将通过种养结合等，养好、

用好宝贵的黑土地，产出更多绿色
粮、优质粮。”合作社理事长刘明坤信
心满满。

在集贤县太平镇一处高标准农
田项目建设现场，挖土机、推土机等
大型机械来回穿梭，抬运土料、进行
边坡整形。这个县正紧锣密鼓地抢
抓春耕前的施工黄金期，加快高标准
农田建设进度。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深感
使命重大。”集贤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谭金龙说，他们正抢抓工期，建设高
标准农田 11.32万亩，提升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

截至 2022 年底，黑龙江省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10265万亩，成为全
国第一个超亿亩省份。“黑龙江省今
年将建设高标准农田840万亩，将其
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黑
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
处长窦洪波说，他们将多渠道筹措建
设资金，建立稳增长投入保障机制，
通过省、市、县三级包保项目专班推
进落实，让高标准农田建设惠及更多
百姓。 新华社哈尔滨3月27日电

黑龙江：为“中国饭碗”备好更多优质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