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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白铭波 本报记者 白云峰

开阔项目建设新思路，创优联农带农
新机制，全力推动和牛产业落地扩模显
效，哈尔滨市呼兰区以“四两拨千斤”的创
新做法闯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呼兰样板”。

近日，记者来到地处哈尔滨市呼兰区
腰堡街道办事处的忠萍养殖专业合作社，
宽阔的养殖场里千头牛群颇为壮观，合作
社理事长陈忠正与饲养员引导牛群进入
牛舍喂养饲料。陈忠向记者介绍，合作社
与龙江源尚牧业公司联手合作，利用自有
母牛繁育和牛。龙江源尚牧业公司负责
提供冷冻精及配种技术指导，和牛犊牛饲
养 6月龄体重达到 400斤即可交售公司，
公司收购犊牛以体重 400斤按 12000元为
基准，每多一公斤加价50元。“与繁育其他
品种犊牛相比，缩短出栏时间 12个月，出
栏一头和牛犊牛可增收 5000 元到 6000
元。现在，合作社入栏母牛 1224头，已有
230头母牛通过和牛冷冻精繁殖技术成功
受孕。”陈忠说。

哈尔滨市呼兰区乡村振兴局局长谷
军介绍，呼兰区去年将发展和牛产业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产业，取得了当年建设、当年使
用、当年实现规模养殖的良好成效。

政府主导企社“联姻”和牛产
业快速落地

“如何确定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成果的
重点帮扶产业？首先是制定项目帮扶新
目标。”谷军说。

针对当下人群消费食材观的变化，
特别是和牛肉具有“入口即化”“鲜嫩多

汁”的特点及“雪花肉”的流行，呼兰区多
次考察论证后，决定将发展和牛产业作
为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成果的重点帮扶产
业，制定了“基础建设、规模养殖、分割加
工”三步走产业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当
年完成基础建设、当年千头母牛入栏”的
攻坚任务。

“第二步，锚定项目落地合作方。”谷
军介绍，呼兰区考察研判后，最终决定引
进龙江源尚牧业有限公司作为呼兰区和
牛养殖产业合作方，依托呼兰本地基础母
牛，通过采取和牛冷冻精配种技术繁育和
牛。

“第三步，锁定项目建设承接点。”谷
军说，引进龙江源尚牧业有限公司后，呼
兰区广泛宣传发动，采取晒“成绩单”、讲

“养牛经”、交“答辩状”等多种形式，筛选
更合适、更具潜力的合作伙伴与源尚牧业
携手“联姻”，担当呼兰区和牛产业项目承
接落地载体，最终择优确定呼兰区腰堡街
道水师村忠萍专业合作社，与龙江源尚牧
业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高效推动
和牛养殖产业在呼兰落地生根。

创优环境和牛产业达产见效

谷军介绍，呼兰区探索出“自建+评
估+购买”的方式建设和牛养殖场。

针对忠萍养殖专业合作社“有钱买牛
无钱建舍”的实际情况，呼兰区投入中央
衔接资金531万元专项用于支持和牛繁育
养殖基地建设，将和牛繁育养殖项目直接
确定为呼兰区8个脱贫村收益分配共享项
目，每年获得投资额 7%的租金作为和牛
项目联农带农资金，用于全区 8个脱贫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展小型公益事
业等。

项目资金落实后，呼兰区组织区乡村
振兴局、腰堡街道办事处、龙江源尚牧业
有限公司、忠萍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四
方协议”，明确项目建设各方责任，确保项
目科学有序顺利进行。目前，已入栏母牛
1224头。

联农惠民和牛产业扩模增效

谷军说，呼兰区创新利益联结和补贴
帮扶新机制，助力联农带农惠农，充分调

动脱贫户发展和牛养殖积极性。
今年 1 月，忠萍养殖专业合作社与 8

个脱贫村签订联农带农协议，获得产业
项目帮扶资金 371168 元，由呼兰区乡村
振兴局提出收益分配方案，50%的收益资
金平均分配给全区 8个脱贫村，用于安置
村级公益岗位、实行差异化分配；50%收
益资金根据 8 个脱贫村的脱贫户数量进
行差异化分配，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同时，将该项
目确定为就业帮扶车间，带动 5名脱贫人
口年均增收 1200 元，优先使用有劳动能
力的脱贫人口 4人，年人均获得工资性收
入 24000元。

为了更好发挥和牛繁育养殖项目对
脱贫户的拉动作用，呼兰区出台了《2023
年度脱贫户家庭小种植小养殖增收行动
补贴方案》。为了进一步扩大全区和牛产
业规模，今年呼兰区再次投入衔接资金
300万元，专项支持和牛繁育养殖场地二
期工程建设，工程建成后，可扩大养殖规
模1000头，存栏量将达到2500头。

忠萍养殖专业合作社千头和牛基地。

看和牛产业“呼兰样板”

振奋的鼓点、悠扬的笛音、美妙的歌声……
12日，一场特殊的“阳台音乐会”在中央大街奏
响。参演者是来自哈尔滨市江沿小学的学生。

架子鼓表演《少年》、长笛独奏《季节的回
转》、独唱《我的国我的家》……演出现场，学生

们依次登台，精彩的演
绎很快吸引了众多市
民游客驻足，现场叫好
声、掌声不断。

孙姬 高帅 本 报
记者 马智博 苏强摄

小学生音乐会
亮相百年老街

□文/摄 本报记者 杜怀宇

初夏的绥芬河，万物竞绿，生机勃
勃。农户们像往年一样，抢抓农时，在田
间地头忙着平整土地、播种、施肥。和往
年不一样的是，今年，农户们纷纷在“硒”
上下起功夫，努力探索富硒种植新技术，
富硒产业成为绥芬河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发展的“新引擎”。

5 月 13 日，在绥芬河市北寒村耕地
上，拖拉机正在耕作，播下一颗颗小米种
子，也播撒下新的希望。今年，北寒村把
富硒种植作为发展重点，开辟 30 亩富硒
小米示范园，以富硒小米拉开了北寒村
富硒产业的序幕。富硒小米将在 10月收
获，预计亩产 500 斤，产量比普通小米高
8%。虽然富硒小米的售价是普通小米的
一倍，但因其营养价值高、品质好，受到
很多消费者的青睐，刚刚播种，就有人咨
询预定了。

走进建新村富硒蔬菜大棚，黄瓜、柿
子挂满枝头，一棵棵秧苗健壮挺拔，散发
着清香。去年尝到了富硒蔬菜“甜头”的
种植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植的富硒黄
瓜，每年亩产 3 万斤，采用富硒技术种植
后，每斤能多卖五毛钱，每年可增收 30%，
真正让“钱袋子”鼓起来了。

去年，建新村率先开始种植富硒蔬菜，
蔬菜的外观、口感、品质、储存等方面都得
到极大提升，一经上市，就受到消费者喜

欢，售价也提高了，可谓是物以“硒”为贵。
今年，建新村进一步扩大了种植面积，从去
年的20个棚扩大到30个，年产量预计达到
50万斤，种植的富硒黄瓜已经上市，市场销
售供不应求，富硒柿子也将在月底上市。

在建新村一户村民的后院，绿色小
苗随风摇曳。绥芬河市农业农村局的技
术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去年大力发
展“庭院经济”时，指导农户种植的中药
材——平贝，也是他们在成功种植了富硒
蔬菜后，在富硒产业发展上的又一新探
索，通过富硒中草药种植，让中草药产业
富硒又富民。

在维多宝木耳基地，一排排现代化标
准木耳挂袋大棚鳞次栉比。从 2012年探
索富硒黑木耳产业开始，维多宝的富硒木
耳产业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富硒木耳成
为了维多宝的明星产品。去年开始，绥芬
河市农业农村局建立了以维多宝为引领
的“龙头企业+产业基地+合作社+种植大
户”发展机制，向农户推广富硒栽培技术，
同时鼓励维多宝公司订单收购全市富硒
黑木耳，给农户吃下定心丸，今年，富硒木
耳已经达到500万袋。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去年以来，绥
芬河市积极探索富硒种植产业发展，打造
富硒木耳、富硒蔬菜、富硒小米等富硒特
色农产品种植基地，扩大富硒农产品的种
植规模，逐步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的富硒
种植，有力提升绥芬河农产品产量、品质

和营养价值。
绥芬河市农业农村局推广中心副主

任颜子涵说，今年绥芬河邀请了富硒种植
首席专家钱华教授进行技术指导。下一
步，将继续对富硒草莓、富硒蔬菜、富硒小
米、富硒甜黏玉米进行技术指导，开展试

验示范推广，从而促进农产品提质增效，
增强抗逆抗病性、促进早熟、提高品质、增
加富硒功能，推动富硒产业全面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让富硒产业继续壮大，百姓持
续增收。

富硒黄瓜。

绥芬河 精做“硒”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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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艳

走进哈尔滨红光锅炉亚泰水泥
供热站景观式锅炉房，舒适感扑面而
来。整洁明亮的环境，在赏心悦目的
盆栽和欢快畅游的锦鲤的点缀下，令
人耳目一新，颠覆了以往对燃煤锅炉
房的印象。这里的锅炉不仅“长”得
干净好看，“吃”得也比其他锅炉少，
一个供暖季老锅炉要吞掉1.3万余吨
煤，在这里 8000 多吨就够了。究其
原因，答案是“绿色低碳高效节能装
备技术”。

作为全国工业锅炉行业十强企
业，哈尔滨红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红光锅炉）立足国家“双碳”目
标战略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政策，制
定了以超低排放节能降耗为前提，发
展“燃煤锅炉向大型循环流化床热电
联产发展”“燃气锅炉做分布式供暖和
工业供汽”的产品转型新战略。除此
之外，该企业还不断在新能源发电领
域下功夫。作为全省风电塔架制造龙
头企业，红光锅炉去年择新址注册成
立了哈尔滨红光重工有限公司，开启
了红光风电事业发展新的里程碑。

地面焊花飞溅、空中部件有序吊
装，红光锅炉总装车间内，一派热火
朝天的生产景象。车间负责人张佳
焕告诉记者，车间以生产循环流化床
锅炉和层燃锅炉为主、燃油燃气锅炉
为辅。“现在是满负荷生产状态，有五
台新疆吉木萨尔 116 兆瓦循环流化
床锅炉、三台内蒙古SZS25燃油燃气
锅炉、两台我省八五三农场的 29 兆
瓦生物质锅炉正加班加点生产。”张
佳焕说。

新疆吉木萨尔 116 兆瓦循环流
化床锅炉的火热生产，是该企业今年
在工业锅炉领域实现的突破性创新
的生动注脚。红光锅炉总经理徐燕
介绍，吉木萨尔项目所用燃料，是价
格较低，但极易结焦、积灰、腐蚀，不

易燃用的准东煤。“新疆有准东煤田，
准东煤蕴藏量非常丰富。在市场上
煤炭价格高的大背景下，我们不断探
索攻克准东煤燃用难题，让燃用准东
煤的锅炉发挥更大的效益，为用户创
造更大价值。

来到燃煤锅炉房，一幅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的生产新画面随即展
开：在亚泰水泥供热站景观式锅炉
房，看不到灰尘、锈迹、污渍，满眼尽
是整洁明亮。操作台上，“敞开式”摆
放着几台电脑。

能源部动力部部长孙相义介绍，
该锅炉房所用锅炉为55蒸吨的角管
锅炉，冬季为水泥街道地区4000多户
居民供暖。从锅炉设计方面来说，设
计的质量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特
点是升温快、不冒烟，节能、环保。供
暖开始起炉的时候开一下炉门，其余
电脑操作，一键启停。“从2018年锅炉
房投用至今，客户参观后再采购的锅
炉已超百台。他们觉得燃煤锅炉房
可以做到这么干净漂亮，一定是源自
锅炉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孙相义说。

除了生产工业锅炉，红光锅炉近
年来还不断在新能源发电领域上下功
夫。在哈尔滨红光重工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焊枪火花四溅，工作人员正在
对切割后的钢板做圈焊作业，10多米
长的钢板几分钟就被卷成了筒。

产品获百余项国家发明及实用
新型专利，16 项锅炉产品先后被国
家工信部列入《节能产品目录》，9项
产品被授予国家“能效之星”，具有年
生产工业锅炉 10000蒸吨、风电塔架
20万吨的产能。“我们的风电塔架在
黑龙江省占比非常高，基本在90%以
上。未来，我们将继续沿着发展新能
源这条路，发展锅炉，提升能效、提高
环保指标，发展风电塔架，降低成本、
提高风电塔架的市场占有率，让红光
锅炉和风电塔架为龙江大地创造更
美好的环境和财富，也希望能够创造
更大的产值，为龙江经济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徐燕说。

景观式锅炉房。
本报记者 蒋国红摄

红光锅炉

专注创新研发 释放绿色活力

民企

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木兰
县人民小学开展“岁月匆匆 唯爱永
恒”母亲节主题德育实践活动，向妈
妈告白，表达最真挚的爱与感恩。

剪、贴、画，孩子们带着满满的爱

意为心中最美的妈妈定制“独家”礼
物，把对妈妈的爱表达在作品中。

一道美食、一次家务，小小的动
作，孩子们表达着对妈妈的感恩之
情。 曹华君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妈妈我爱你”

本报14日讯（记者周姿杉）为落
实“黑龙江省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
龙江行动”，推进营养健康科普宣传
活动常态化，提高营养科学素质，推
动学生营养改善行动，14日，我省第
九届“全民营养周”暨第三十四届“5·
20 中国学生营养日”启动仪式活动
在哈尔滨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哈医大一院、哈
医大二院、哈医大三院（省肿瘤医
院）、哈医大四院、哈医大六院、北大
荒集团总医院、省医院、242医院、省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 家医院
的临床营养专家们，为广大市民提供
免费的营养健康咨询及义诊。在义
诊活动中，前来咨询和就诊的市民络
绎不绝，营养专家针对市民关注的营
养健康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
答，并讲解营养健康的相关知识和生
活注意事项。

“今年‘全民营养周’推出的几
部食养指南，首次对糖尿病、高脂血

症、高血压提出了食养原则，并根据
中医辩证施膳理论推荐了简单实用
的茶饮方、药膳方。指南不仅指导
慢病患者如何科学、营养地吃饭，还
能帮助百姓科学应用食疗药膳，建
立更科学的饮食模式。”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周春凌说。

本次义诊活动 14 日开始，将开
展为期一周的主题宣传活动。以哈
尔滨为中心点，大庆、齐齐哈尔、牡丹
江、佳木斯、伊春、黑河、鹤岗、双鸭山
等 9个地区，在全省进行多渠道、多
形式的营养健康科普宣教活动，传播
营养科学知识、科学膳食理念、营养
科学方法和健康科学精神，培养和引
导正确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全面
提升我省居民健康水平，助力健康龙
江建设。同时，各地市在“全民营养
周”期间同步进行义诊，将科普宣传
走进校园、走进养老院，为更多人群
讲解营养方面的知识。

我省“全民营养周”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