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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晓星 丁燕

春耕，龙江大地一派繁忙景象。
与大田农忙交相辉映，记者在漠河、

塔河、绥棱、海伦、鹤岗、牡丹江、哈拉海农
场、哈尔滨瓦盆窑等地采访看到，各地新
型日光温室大棚里的果蔬陆续进入成熟
期：香蕉树郁郁葱葱，枇杷树枝繁叶茂，草
莓、柿子、樱桃、香瓜、西瓜等果香四溢。

因吸光量更多、保温时间更长、环境
可控性更好，化解了自然寒冷的劣势，放
大了冷资源带来的市场优势，新日光温室
大棚经济正因生产效率更高在黑龙江全
速崛起，助力乡村振兴。

采摘“热”催火温室游经济

在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瓦盆窑的张
胖草莓采摘园，室温稳定在 17℃，前来采
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元旦前第一波草莓
就已开始采摘了，一直持续出果，目前游
客量已突破3万人次。“我在朋友圈里发条
信息，人就呼呼上，都推好多拨了。”种植
户张立元说。

张立元介绍，近三四年采摘客流持续
增加，他租的这个日光温室大棚是佳美温
室设施公司的第二代产品，3 个棚共 6 亩
地，能出两三万斤果。除去遭损，年利三
四十万元没问题。如果用上该公司最新
型第八代阳光房，室温能提高至少8℃，换
气、排水等问题也已逐步升级解决，亩产
将增加1/3，效益将更可观。

鹤岗市的钟振军从事温室种植已有
六七年时间。去年9月，他投资40多万元
建了升级版石墨烯大棚开始种草莓。记
者去采访时正值周六，采摘草莓的人络绎

不绝。“去年秋天种的草莓，元旦就能采摘
了，一斤卖六七十元。节假日我们最多一
天接待200多人。预计一栋草莓大棚一年
能收入 20多万元。”提起种草莓带来的高
收益，钟振军露出了笑容。

“热”科技助错峰上市卖好价

在哈拉海农场，贾立国合理利用黑龙
江冷得早、热得晚的冷资源，在日光温室
里种植反季果菜抢占市场。“老贾种的柿
子口感好，上市节奏拿捏到位，就算市场
价格略高，回头客仍然特别多。”农户王波
羡慕地说。

贾立国介绍，他 4年前偶然接触到日
光温室大棚种植，“这种日光技术不烧煤、
不用电，突破了我省冬季温室大棚的种植
难题，光合作用需要的光量和温度都足
够。”他开始探索通过错峰上市填补冬季、
春末夏初的柿子空档期市场。“第一年就
挺好，以这个 400多平方米的日光温室大
棚种草莓柿子为例，一年两季，一季产
2400斤，15元一斤，除去成本和耗损，年纯
利4万元。”贾立国说。

去年开始，尝到甜头的贾立国扩大了
种植规模，租下 3个棚。根据客户需求丰
富了品种，2个棚种吊蔓西瓜，1个棚种草
莓柿子。贾立国地里的吊蔓西瓜已经做
瓜蛋儿了，“我家瓜 5月中下旬上市，提前
两个月让市民尝鲜。”贾立国说，普通吊蔓
西瓜六七元一斤，他准备卖10元。“价格虽
然略高，但我家瓜皮薄肉多，皮跟橘皮差
不多厚，口感好，还是合适。”

贾立国租的日光温室大棚今年8月要
到期了，他准备换到农场去年新建的北垦
第三代最新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大棚

里。“升级后的温室我看了，真好。他们用
过的人都说不错。”贾立国表示，他今年准
备学学草莓种植技术，进一步提高温室果
菜经济效益，给老客户更多果蔬选择。

目前，贾立国的草莓柿子六七成销往
富拉尔基、富裕等地，多为散户，其余随着
老客户销往桂林、广东、重庆、石家庄、北
京、天津等地。

龙江果蔬棚菜成特色经济

萝北种植户刘晓龙家的日光温室大棚
里，羊肚菌目前正是养菌期。再过一个多
月，今年头茬羊肚菌就开始第一轮采摘了。

羊肚菌是一种低温型食（药）用菌，营
养价值、药用价值都非常高，适宜生长温度
是 8℃ ~13℃。辽宁省辅农食用菌科技有
限公司的杨凯元介绍，黑龙江冷得早、热得
晚，土质肥沃，有得天独厚的羊肚菌种植优
势。南方一年只能出一茬，黑龙江在一层
棉被、有保温土墙的暖棚里能出两茬，“现
在羊肚菌亩产鲜品2000斤，一季净利3万~
5万元，夏季还可以轮做其他菌类或蔬菜。”
该公司目前在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牡
丹江、鹤岗等地与很多农户有合作。

牡丹江种植户王海滨介绍，除了技
术，羊肚菌种植温度是关键，“我现在租的
是冷棚，顺季种植，10月下种后，羊肚菌随
地冻进入休眠期，来年 5月出菇。如果技
术成型了租个暖棚控制好温度，可以反季
节种植，9月份下种，前期控制高温、12月
份控制低温，元旦采菇，产量上来了效益
能大幅提高。就看暖棚租金了，到时候再
细算成本和收益支出比。”

与年租金4000元的冷棚比，刘晓龙一
步到位租了个年租金 2万元的两层棉被、

水幕墙蓄热的日光温室，让羊肚菌冬季也
能正常生长。刘晓龙盘算着夏季通过水
循环系统、地源热泵等降温措施，让羊肚
菌夏季七八月份时也能出菇，吃到羊肚菌
市场每斤160元最大反季红利。

“现在根本不愁羊肚菌销路，很多时
候刚出菇就有守在园区收的人了。”前几
天，刘晓龙刚在抖音里发了条视频，2000
斤羊肚菌就被预定一空。

与黑龙江冷资源带来的特色种植经济
相比，反季的黑龙江果蔬因口感好、营养价
值高叫响全国。3月至5月是黑龙江温室果
蔬上市旺季，因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积
累，黑龙江草莓香甜浓郁，很受市场欢迎。

黑河市孙吴莓之恋草莓园区是黑河
市爱辉区日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草莓
种植基地，大棚内一粒粒草莓如同一颗颗
红宝石。“‘白色恋人’‘红颜’两个品种粉
丝最多。我们采用无土栽培技术，企业已
在国家商标总局注册‘日辉草莓’商标，产
品达到欧洲进出口标准并获得欧盟认证
证书。”大棚负责人介绍，公司日产草莓2~
3 吨，主要销往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
区，及国内广东、深圳、沈阳、大连、长春多
地，年效益约2000万元。

黑河市爱辉区日辉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创始人莫野说，除了草莓种植外，公司
正深耕草莓育种领域。“黑河有着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立秋时，昼夜温差较大，使
得草莓苗天然花芽分化早。我们的秧苗
耐寒、抗低温，主要销往杭州、丹东等地，
一年大约销售800万~1200万株。”

左图：春天的周末和采摘草莓更搭配。
右图：无土栽培的草莓。

本报记者 毛晓星 丁燕摄

“设施农业风景这边独好”系列报道之一

我省新日光温室大棚经济全速崛起
□本报记者 桑蕾

“制造业当家”是广东省近两年
提出的梦想。

4月20日，黑龙江省党政代表团
“广东行”的重点之一便是考察广东
的装备制造业——广汽集团埃安，深
圳比亚迪和联合飞机集团。

三家头部企业，都以创新实力闻
名。

60 秒生产一台车，整个总装车
间共有700多台机器人，车辆生产冲
压、焊接、涂装等环节的自动化率高
达 100%，今年 3月销量突破 4万台。
广汽埃安也刚被福布斯评为 2022年
中国新晋“独角兽”企业，被誉为新能
源电动车领域的一匹“黑马”。

在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纯麒眼中，创新的
第一条是“敢想”。“广汽集团2010年
就开始研发新能源车，在研发生产过
程中，判断出电动车是未来的发展方
向后，2017年成立埃安。”

如果说敢想是广汽集团做出了
一次赛道的选择，那埃安能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杀出重围靠的就是绝对的
技术实力。

“三电技术”是新能源汽车的核
心技术，包括电池、电机及电控。广
汽埃安目前已搭建自己的“三电”体
系，并同时向本田、丰田“输出”新能
源汽车技术。

能有这样的实力，源于广汽埃
安拥有一个强大的研究院——广
汽研究院。这个员工超过 6000 人，
拥有 1.5 万多个专利的研究院，是
埃安拥有众多“黑科技”的幕后功
臣，其在“三电”领域的研发人员近
千人。

同样以研发实力著称的联合
飞机集团，是一个刚刚成立 10 年的
年轻企业。但强大的研发能力和
精准的市场定位已经让联合飞机
成为全国最大的无人直升机制造
企业。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源于近几年
联合飞机在技术上的几个重大突破：
突破无人直升机最高飞四五千米海
拔高度的天花板，新发布的 TD550
高原型无人直升机最大升限 6500
米；把无人直升机吊挂从自重的 1/
10，提升到自重的 1/2；飞控实现从
单余度到双余度乃至三余度的跨越，
在无人直升机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凭借这些出色的技术，联合飞机
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22 年，风头正劲的联合飞机
接到了黑龙江省的邀约，董事长田刚

印考察了黑龙江的产业链条，详细了
解东安、哈轴、鑫华航空等几乎所有
产业链配套企业，仅用一个月时间就
决定在哈尔滨投资建厂。在田刚印
的发展理念里，黑龙江的大森林、大
界江、大农田给无人直升机提供应用
场景的同时，极寒天气也给无人直升
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

近年来，联合飞机不断在全国布
局，在设立哈尔滨分公司之前，已经
在成都、芜湖建立了生产研发中心，
在西安建立配套产品生产基地，在上
海建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在敦煌建
立了试飞基地，在合肥建立了复合材
料生产基地。为了无人直升机的研
发和生产配套，联合飞机不断拓展新
的疆域。

田刚印的梦想远未结束，他想要
开创私人飞机的新时代：起落不受机
场限制，城市之间交通运输时间将大
大缩短，异地生活、通勤将不再是幻
想。人们的生活方式、城市格局乃至
行业格局都随时可能被颠覆。

“这件事我十年前就想做，但如
果那时说出来，可能会被认为是疯
子。”田刚印说。即使在今天，面对投
资者，田刚印的梦想也可能被看做天
方夜谭。

但史无前例的事业，注定不会一
马平川，让梦想照进现实必然会经历
风雨。就像当年的比亚迪，“第 1辆
新能源汽车到第 100 万辆新能源汽
车”用时 13 年、从“100 万到 200 万”
用时 1 年，从“200 万到 300 万”仅用
时半年。如今回想起来，很多人都会
连说想不到比亚迪的今天如此瞩
目。然而这一切的起点不就源自一
个新能源车的梦想吗？

正是因为有一个个不断创新的
企业，才有了广东省“制造业当家”
的底气。如今的广东制造业从“珠
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到
向汽车、工业机器人、无人机、5G手
机等不断升级，发展成为全国工业
第一大省和全球重要制造业基地。

“制造业当家”战略的提出，将进一
步使这个“世界工厂”的根基打得更
牢，走向产业链供应链的齐备与高
端 并 举 。 在 黑 龙 江 省 提 出 构 建

“4567”现代产业体系的今天，拥有
更多勇于创新的企业，是我省实现
产业振兴的关键。企业兴，人才旺，
创新链价值链也必将带动人才链的
壮大，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必
会实现。而在这宏伟的龙江梦实现
之前，每一位龙江企业家或许可以
先酝酿一个关于未来产业的梦想，
因为这是一切可能的第一步。

用创新实现“制造业当家”之梦

本报讯（王志弘 姜焜林 记者刘畅）近
日，北大荒集团胜利农场有限公司第六管
理区技术人员为近百台高速插秧机加装北
斗导航系统。

“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我的高速插秧机
就能变成自动驾驶的无人插秧机了。”种植
户李玉龙一边说一边迫不及待开始学习北
斗自动驾驶系统。第六管理区技术人员辛
海江说：“此次加装北斗导航系统后的插秧
机不仅可以节省人工成本，而且可以有效
提高作业效率和耕作标准，推进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

加装北斗导航辅助直行系统后，每台
插秧机都会配备一个平板电脑控制器，只

需要在平板电脑上按键操作，就可以控制
插秧机的对正、直行，保证插秧时作业幅宽
接行误差在2.5厘米内。

近年来，胜利农场有限公司积极探索
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农机智能化、
农业生产信息化、黑土保护数字化、管理服
务精准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推动
现代农业向数字化、标准化和智能化迈
进。为了创新无人农机作业模式，更好地
服务于农业生产，胜利农场有限公司在设
备和技术上持续探索升级，使农用机械的
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近百台高速插秧机加装北斗导航系
统。 王志弘 姜焜林摄

无人插秧机 高效

本报讯（许红德 范玲玉 记者姜斌）日
前，新引进的卫星平地机开始在北大荒农
业股份庆丰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田
地进行精准平地作业，机车行驶过后土地
顷刻间变得平整，压茬抹平后土地更加平
整，不需要再捞稻茬。卫星平地机大大提
高了作业质量和作业标准，为秧苗后期生
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应用卫星平地机不仅使土地更加平
整、泥浆均匀、插秧深度一致、秧苗成活率
提高，还可以减少畦埂占地面积，增加实际
种植作物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还能
将施用的肥料有效保留在水稻根部，并且
按需上水、合理灌溉，为水稻生长提供最适
合的水肥环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科技园

区主任吕益民介绍。
卫星平地机由高精度 GNSS 定位设

备、控制器、数据通讯设备、自动控制设备
和平地铲组成，能够自动对地块进行数据
采集，并以当前铲子所在点的高程作为平
地的高程基准，根据铲斗的实时高度，控
制平地机的自动举升，作业精度可达到 2
厘米左右，从而实现精准平地。除此之
外，平地机采用 3 点悬挂设计，能有效避
免因支撑轮反复作业造成的土地压实情
况，还能根据作业地块的实际情况，利用
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让平地作业更有针对
性、更高效。

卫星平地机正在精准作业。
范玲玉摄

卫星平地机 精准

□崔砚泽 本报记者 董新英

位于绥化市望奎县凌枫路 1 号
的林枫同志故居纪念馆古朴清幽，
1994年开始对外开放。红色印记在
这里被铭记，红色历史在这里被无数
遍讲述。2022 年，望奎县被评为全
国绿化先进集体，这又为望奎县增添
了一张绿色生态名片。

“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对舞百
万兵”。2011年，“望奎皮影”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4 年至 2014 年十年间，望奎县被
中华诗词学会、中书协授予“中华诗
词之县”“中国书法之乡”美誉。厚重
的文化底蕴为望奎县赢得赞誉。皮
影戏从这里起源，传唱中外。

此外，望奎县有3个满族乡镇19
个满族村，2020 年满族博物馆被评
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是发展民俗风情
游的绝佳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望奎县委副书记、县长马
天民介绍，望奎县以全域旅游、精品旅
游为抓手，精致打造红色旅游目的地、
民俗旅游记忆地、生态旅游观光地。

从历史走来写好当下绿色篇章

在林枫同志故居纪念馆内，听着
讲解员平缓清晰的讲解，看着泛黄的
信函、老旧的钢笔、斑驳的皮质公文
包……感受着那段烽火岁月。作为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近万
名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望奎梳理形
成了河口烈士纪念碑、林枫同志故居
纪念馆、锡武公园、植物园将军墙四
点一线的红色旅游线路，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红色文化回顾历史，绿色文章写
在当下。望奎县绿色生态游资源同
样丰富。

65 万平方米的“四园五场”，市
民每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一个公园
广场；植物园是当地人热情的待客
厅；呼兰、通肯、克音、诺敏四河穿境
而过，自然风光秀美。2014年 9月，
望奎获得“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
地城市”“最美中国·文化旅游目的地
城市”称号。省级自然保护区西洼荒
湿地白鹭齐飞，8200 余公顷的芦苇
荡是湿地资源的核心区，一级保护动
物丹顶鹤、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和苍

鹭、鱼鹰等 145 种鸟类常年栖息于
此，绿色的望奎湿地让游人不虚此
行。

音画传奇的多样表达

日前，在我省赴广东“寒来暑往
南来北往”的旅游推介中，望奎皮影
亮相绥化市在湛江市举行的夏季文
旅推介会，老艺人雕刻的精品影人深
受参会者青睐，精彩的表演收获了现
场阵阵掌声。

望奎皮影造型精美绝伦、唱腔高
亢委婉，是望奎土生土长的音画传
奇。近年来，望奎县不断将这一世界
非遗推广出去。望奎皮影戏是集弹、
唱、拿影、雕刻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
戏曲艺术，已有160多年历史。

在望奎县，爱好书法从娃娃开
始。从望奎县走出的黑龙江省书协
副主席蔡兴洲致力于面向青少年开
展传统文化教育，省内外慕名而来的
书法学员到望奎感受书法文化，书
法、诗词成为望奎县发展文化旅游的
软实力。

将“一日游”延伸至深度游

望奎县莲花镇厢黄后三满族村
建有全省一级文化大舞台和满族特
色幸福大院，一个村落，连续十余年
举办满族文化艺术节。

望奎县满族风情园占地1.2万平
方米，生动展示了满族源流、生产、生
活、礼仪、信仰等多方面文化，馆内的
文字、图片、实物陈设详实记录了满
族发展的历史风貌，是当地开展满族
民俗文化科普研学的主要基地。望
奎县满族人口 5.2万人，满族文化蓬
勃发展，围绕满族博物馆、惠七满族
镇高贤老酒、厢黄后三满族村打造出
三点一线的“民俗文化游”独具特色。

当地旅行社依托传统文化优势
推出了“非遗皮影—文化艺术中心—
满族博物馆—植物园—西洼荒自然
保护区”一日游路线，2022年接待游
客 32 万人次以上，文化旅游综合收
入突破6500万元。

马天民介绍，今年，望奎县将充
分发挥“一山两库三沟四河”和“一心
两馆四场五园”等优势，深入挖掘中
华诗词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名人故里等文化资
源，力争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以上，
文化旅游综合收入突破9100万元。

望奎：以文厚旅 打造特色旅游之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提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
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这为设施农
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设施农业是农业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今起，本
报推出《设施农业风景这
边独好》系列报道，全方位
展示我省设施农业的发展
现状，感受设施农业为龙
江农业现代化注入的新动
力、为乡村振兴谱写的新
篇章。

深化龙粤对口合作·广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