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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 本报记者 贾红路

高标准农田面积持续扩大；优势大
豆品种亩产达到 500斤以上；北药在地面
积突破 7 万亩；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
完善；荣获全国第五批节水型社会建设
达标县……嘉荫县紧紧把握“三农”工作
重心，呈现出农业基础、粮食产能、产业
水平、农村改革、脱贫质效、人居环境等

“六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2022 年，全
县粮食总产量达到 29.4万吨，连续 6年实
现丰产丰收。

着力提升农业基础，嘉荫县先后实
施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 个，
打造高标准农田 1.58 万亩，黑土耕地保
护示范区 18 万亩。全面落实“田长制”
工作部署，将全县 121.8 万亩、3.47 万块
黑土耕地保护责任全部落实到具体责任
人。大力发展“四个农业”，种子生产繁
育基地建设成效明显，积极推广林下北
药种植，引进亿德、嘉保等中草药种植企
业。

目前，嘉荫县全程托管服务种植面
积达到 12.63 万亩，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不断完善，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1 个、
家庭农场 15 个，新增省市县级示范社 3
个、示范家庭农场 5 个。深入推进农村
宅基地改革，农村宅基地审批权限顺利
下放至各乡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完成
交易 109 笔，金额达到 345.2 万元，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稳
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底气更足。

严格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工作机制，嘉荫县落实社会保障、公益性
岗位等帮扶措施。突出产业振兴牵动作
用，实施乡村振兴项目 34个，为脱贫户和
监测户发放收益 285.35万元，带动脱贫户
人均增收 1478元。

圆满完成美丽宜居乡村创建，实施
改造提升项目 199 个，累计硬化村屯道
路 12.2 万平方米、新建路灯 679 盏、绿化
村屯 144.5 万平方米。全县 73 个行政村
全部建立了村庄清洁城乡一体化管理
体系，环境容貌更加整洁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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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平 记者贾红路）伊春市友好区多点发力开展诚信
宣传、弘扬诚信文化，倡导群众诚实守信，树立良好道德风尚，让

“信用之光”照亮城市发展。
友好区围绕切实提高商务诚信领域建设，区主要领导深入到

包保企业进行“敲门行动”，宣传解读省 20条、市 24条、区 19条惠
企政策措施，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目前，友好区市场主体已在

“信易贷”平台注册用户936户，已授信19笔，累积放款金额1669.2
万元。相关部门单位定期深入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对《黑龙江
省社会信用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进
行重点宣传，引导经营商户诚信经营、亮码经营、守法经营，共筑诚
实守信社会环境。

营造全民关注参与信用体系建设氛围，友好区积极开展“讲政
务诚信、树文明之风”主题教育活动，将信用承诺作为实施“减证便
民”“容缺受理”的重要手段，严格落实执行“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
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等制度。同时，友好区依托主题党
日、支部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加强机关工作人员诚信教育，将党建与
诚信建设、文明创建等有机结合，树立“诚信示范窗口”，提升机关公
信力和服务效能，打造“诚信友好”品牌。目前全区58家机关事业
单位作出公开政务诚信承诺，已有1016人签订政务诚信承诺书。

友好区
倡诚信构建优良营商环境

本报讯（贾春华 记者贾红路）全省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工作落
实年”活动启动以来，南岔县坚持“亲企惠企助企，全心全力全程”
的服务理念，把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放在突出位置，全力推动作
风能力建设成果转化、各项工作提效能促赶超。

南岔县围绕打造中药材基地示范县建设、北药集群化建设、浩
化公司技术产业等建设重点和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工程，逐产业
分析、逐项目研究、逐问题查摆，确定全年发展目标。积极开展“敲
门行动”，全县67名领导干部深入666家包联企业上门宣传惠企政
策，并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物流成本、融资需求等情况，实行

“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切实推动省政府20条、市24条及南岔县18
条政策措施精准落地，真真正正解决企业在用工、原材料、物流运
输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持续深化全流程“一件事、一个环节、一次领取”改革，提供帮
办、代办、咨询等服务，提高企业开办便利度，使企业“零费用”享受
最优开办服务，年初迄今共发放惠企礼盒 17套，兑现 2022年县域
经济发展政策措施进步资金404.3万元，其中对工业企业小升规、
龙头企业争先晋位、服务业企业纳限入统措施实行了优化兑现审
批手续，采取“免申即享”兑现企业奖补资金 140万元。通知落实
23家重点企业参加省市政策宣讲线上培训11次，印制发放惠企政
策包（政策汇编）158份。

南岔县
惠企政策“量体裁衣”

本报讯（李梓楠 记者贾红路）今年以来，铁力市人民法院充分
发挥职能，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提档升级，持续推进“分调裁审”改
革，建立健全速裁快审团队，优化完善繁简分流、诉前调解分流和
类案分流的“三级分流”工作机制，助推多元解纷持续发力。2023
年第一季度，收案1517件、结案1070件，结案率为70.53%。

铁力市人民法院立足定纷止争基本职能，深入推进案件繁简
分流机制改革，先后制定出台多项工作制度，为实现多元解纷、繁
简分流、快慢分道、审辅分工、智慧提速提供了制度保障。

依托入驻法院的诉前人民调解委员会，铁力市人民法院针对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民事纠纷，采用“诉前调解+司法
确认”模式予以化解，调解不成，再转入诉讼程序处理。今年一季
度，诉前调解收案309件，通过调解结案294件，占全院民商事案件
50%，调解成功率达87.07%，诉前分流化解矛盾成效明显。

铁力市人民法院组建相对固定的金融纠纷、交通事故、民间借
贷、劳动争议、房地产等专业团队。在做好繁简分流的基础上，大
胆尝试类案分流，对批量案件实行集中排期、开庭、宣判，尽量保证
由同一速裁团队在同一时段内对多个案件连续审理，实现类案同
审、多案连审、同案同判。今年三月初，铁力市人民法院的张淑霞
法官简案速裁快审团队一次性妥善化解 90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
合同纠纷案，正是“三级分流”工作机制的一次具体实践。

下一步，铁力市人民法院将继续围绕服务辖区中心大局和满
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工作，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深入推进

“三级分流”工作机制，促进解纷能力和化解矛盾实效的“双提升”。

铁力市人民法院
向多元解纷持续发力

吃野菜、喝山泉，成群的森林猪在宝宇集团养殖基地“原生态生
长”；住新羊舍、吃精饲料，高品质的湖羊在伊春森工标准化养殖基
地“精致生活”……

伊春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大力发展以生猪、
禽、羊为重点的常规养殖和以毛皮动物、鹿、蜂为重点的特色养殖，
建有森林猪、雪貂、湖羊等 120个特色养殖基地，构建起“常规+特
色”畜牧产业发展格局。金新农、新希望等“百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相继落地，伊春森工建成标准化湖羊养殖基地15个。2022年，全市
生猪出栏50.2万头，伊春森工湖羊饲养量达3万余只。

伊春新望农牧有限公司铁力年产 16 万头生猪项目落地三年
来，发展一路长虹，该公司行政负责人李猛介绍：“一方面得益于从
饲料生产到种猪繁育再到育肥采取了全封闭模式；另一方面得益于
项目所在地铁力市桃山镇工农乡良好的生态环境，厂区周边的森林
构成了天然的疫情防护屏障。这些因素的叠加，让养殖基地实现了

从未发生疫病传播的好成绩。”
大食物观体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观，伊

春农林一体，践行大食物观有基础、有条件、有优
势。下一步，伊春市将坚持打生态牌、走特色

路，大力发展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壮大红
松果林、食用菌、小浆果、山野菜、桦树汁、

森林猪、湖羊、冷水鱼等特色产业，提
升“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产业链层

级，推动“种养加销”全链条发
展，让林区天然绿色有机食品走

出大山、走进城市、体现价
值，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多元化食物消费需求，
为龙江当好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压舱石”加码
增重。

抓常规重特色 猪肥羊壮“畜”势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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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全力打造
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

□文/摄 伊众文 本报记者 贾红路

走进林都伊春街头的山特产品小店，松针鸡蛋、白桦树汁、有机霜耳、开口榛子
等散发着大森林气息的绿色食品琳琅满目，它们是大森林对人类的馈赠，也是伊春
向森林要食物的成果体现。

依托小兴安岭的浩瀚林海，伊春市积极放大农林一体、绿色有机优势，坚持系统
谋划、整体推进，积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进一步明确优化食物生产结构、产
业布局的目标任务和推进措施，并将其纳入“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抓推进、抓落
实，让更多的“森林热量”“森林蛋白”从林间走向餐桌，加力在全省率先打造践行大
食物观先行地。

正值春耕时节，铁力市骊福
源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翘首
企盼的南繁“游子”——汝稻9号
在这个春天终于“回家”了。2019
年，合作社在海南建立育种基地，
成功繁育出 3个类型 15个品种，
这些新品种，将成为助推合作社
丰产增收的强力“芯片”。

去年 6 月，伊春市委书记隋
洪波率队到青岛袁策集团海水稻
研究发展中心实地考察，在前期
合作基础上，推动袁策集团投资
1.2亿元，建设黑龙江省铁力寒地
水稻高新技术产业园。铁力寒地
水稻科创中心种子加工厂当年竣
工投产，年产水稻种子2万吨，还
将陆续投建稻米精深加工中心和
稻米酿酒厂，有力带动铁力水稻
产业一体化综合发展。

伊春市按照农业做精做优思
路，扬绿色有机种植生态优势之
长，补耕地面积体量较小之短，通
过良种供应、标准化种植、订单农
业等方式，向科技要产量、向质量
要效益，粮食产量实现“十九连
丰”，全市绿色有机食品作物种植
面积达142万亩，“铁力大米”“嘉
荫大豆”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产品深受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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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 4 月，乌马河林业局公
司伊东林场的老山芹成为今春市
民餐桌上的第一道绿色山野菜。
2020年秋天，这个林场发动职工
上山挖了将近 8 万株老山芹的
根，并在第二年开始大棚人工培
育，实现提前一个月上市销售。
随着“伊东老山芹”的远近闻名，
林场职工也找到了林区转型发展
后的新岗位。

小兴安岭林下空间广阔，森
林资源丰富，山野菜、山野果、野
生药材总贮藏量分别达到 84 万
吨、41 万吨、200 多万吨。近年
来，伊春市建立起浆果、坚果、山
野菜、食用菌等 180 个特色种植
基地。2022年，伊春市蓝莓种植
面积 1.05万亩、食用菌 2.8亿袋，
中药材种植抚育面积达到 78 万
亩，培育红松果材兼用林21.28万
亩，近自然模式种植老山芹、山葱
等山野菜 3 万亩。“伊春蓝莓”入
选国家首批地标保护与发展典型
案例和黑龙江地理标志保护工
程，品牌价值达16.5亿元。

2022年，伊春森工集团启动
实施了“区块链+森工品牌提升”
项目，完成红松认养、红松子、湖
羊养殖、黑木耳等产品溯源和上
链运营，今年该集团将进一步打
造“森林大厨房”线下体验和线上
销售渠道，让伊春的蓝莓、红松
子、黑木耳、桦树汁等绿色有机森
林食品加快走出大山、走上百姓
餐桌。

根据伊春市委专题会议部
署，伊春市将高质量推动“森林大
厨房”项目落地，抢抓预制菜“风
口”延链条，大抓桦树汁、刺五加
产业求突破，加快推进林粮、林
果、林药、林菌、林菜、林畜等林下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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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荫永安东湖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冷水鱼养殖1250亩，有白
鲢、鲤鱼、鳌花、狗鱼、鲫鱼、岛子等几十种鱼类。每年冬捕时期，游客
们在冰天雪地的怀抱中尽享“出鱼”的欢乐。

伊春有大小河流702条，野生冷水鱼资源丰富，特别是黑龙江出
产的“三花、五罗、十八子”远近闻名。据统计，伊春适合水产养殖的
水面面积达9万亩，开发利用潜力巨大。今年，伊春市水产养殖面积
将达到4.6万亩，产量预计超过1万吨，其中林蛙产量2730吨。

“聚焦生态、气候和资源优势，伊春大力发展冷水鱼和林蛙养殖
加工，加快构建冷链物流体系，不断提升标准化、绿色化、产业化水
平，推动冷水鱼和林蛙产业高质量发展。”隋洪波说。

深挖潜力优势 让冷水鱼“游”向全国

嘉荫永安东湖冬捕嘉荫永安东湖冬捕。。

上 甘 岭
林 业 局 公 司
溪 水 林 场 分
公 司 员 工 在
木 耳 种 植 大
棚采收。

伊春森工铁力林伊春森工铁力林
业局公司湖羊生态循业局公司湖羊生态循
环产业园环产业园。。

九峰山林下草莓采摘。

铁力绿色水稻秋收场景铁力绿色水稻秋收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