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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天池

一场雨过后，地里的秧苗又“蹿个儿”
了。看着中耕机犁过的黑土地油亮亮的，
垄台上秧苗又齐又壮，依安县治家村农民
许辉站在地头啧啧赞叹：“把农业生产全
程托管给合作社就对了！我们自己家的
小农机也整不出这效果。”

今年是治家村将农业生产全程托管
给依安县众达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第三年。该合作社理事长何立伟介绍，
合作社整村全程托管治家村 1.14 万亩土
地，涉及 166户农民。“玉米托管每户费用
是 300 元每亩，大豆托管每户费用是 200
元每亩。秋收后，农机费用另算。”

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一跨两年，从
前一年秋整地开始，到秋收后售卖结束。

“田管家”种地和普通农民种地有啥

不同？细问之后，记者才发现不一样的地
方还真不少。

从秋整地开始，合作社严格按照整地标
准深松后起1.1米大垄，大豆播种前要先进
行根瘤菌包衣，出苗后 3遍中耕，玉米“疯
长”容易倒秧，要对其进行化控矮化……“普
通农户一般没有现代化设备，种地过程中
就会省略很多步骤。我们对标农垦模式
进行种植，农垦可是代表着我国农业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何立伟说。

收成如何？全程托管后，产量好，收
入高。农民们把账算得明明白白：生产全
程托管前玉米亩产平均1400斤左右，托管
后按每亩增产 400 斤算，一垧地能多收
6000 元；大豆每亩按多收 100 斤算，一垧
地能多收4500元 。

何立伟今年谋划了更高的目标：“去年
玉米平均亩产达到1943斤，希望今年亩产

能超过 2000 斤；去年大豆平均亩产达到
447斤，希望今年亩产达到500斤~550斤。”

记者从依安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2022 年，依安县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 138
家，规模经营面积达到300万亩，粮食产能
提升 2.5 亿斤，全县托管服务面积 70.1 万
亩。2023年落实托管面积 120万亩，参与
服务组织126家，服务小农户7386户。

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窦云龙说：“我
们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组建农
民股份制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新型经
营主体，采取串地、置换等方式，鼓励广大
农户参与生产托管。”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2年，我省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整省
推进，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近 4
万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1.5亿亩次，
其中，全程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3035 万亩，
较上年增长了48.6%。

今后，省农业农村厅将加快培育各类服
务主体，充分发挥不同服务主体优势和功
能，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鼓励服务主体
多元融合发展，大力推广“服务主体+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农户”“服务主体+各类新型经
营主体+农户”等组织形式，促进功能互补、
利益分享、融合发展，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
提档升级；鼓励各类服务主体做大做强，特
别是向加工、销售等服务链延伸。

“高质量春耕筑牢丰产基石”系列报道之良制篇

“田管家”带动小农户接轨现代化

□本报记者 程瑶

“哈投哈石化余热暖民项目”在建设
期间得到了金融机构提供的 8000 万元资
金支持使项目顺利完工。“用一个词来形
容金融机构对我们的支持，那就是‘雪中
送炭’。”日前，项目的投资方华热能源公
司董事长黄宏宇激动地说。

记者从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了
解到，今年一季度，通过充分发挥货币政
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信贷政
策指导力度，引导信贷资金向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倾斜，全省金融机构信贷稳定增
长、结构稳步优化、价格稳中有降，为龙江
实体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提供了有力资金
支持。

加强政策引导信贷稳定增长

为稳定信贷总量，人行哈中支制定出
台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促进全省经济运
行好转若干措施 切实做好信贷稳增长工
作的通知》，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为龙江经
济恢复增长发挥好信贷支撑作用。一季

度，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新增 1239.9 亿
元，同比多增274.5亿元，增量创历史同期
新高。

在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方面，人行
哈中支、省农业农村厅等 6个部门联合制
定了《关于创建黑龙江省金融支持乡村振
兴先行先试样板区的意见》，采取“以点带
面、形成经验、全省推广”的方式，开展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先行先试。推动做好备
春耕生产金融服务，组织银行机构召开备
春耕工作推进会议10余次、深入基层对接
百余次。一季度，全省金融机构共发放备
春耕贷款1415.9亿元，同比增长21%。

为推动我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
人行哈中支与省发改委建立起常态化对
接机制，积极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优质金融
服务。联合省工信厅组织金融机构与212
家规上工业企业和483个工业振兴重点项
目开展对接，实现贷款投放56亿元。截至
今年 3月末，全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818.1 亿元，同比增长 19.3%；一季度同比
多增13.2亿元。其中，29个技术改造项目
获得12.5亿元设备更新改造贷款支持。

善用货币工具结构稳步优化

为优化信贷结构，我省金融管理部门
坚持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引领激励作用，抓
住阶段性货币政策工具窗口期，为金融机
构注入低成本资金，助推全省经济企稳、

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省累计投放再
贷款再贴现137.1亿元，为1.3万余户涉农
主体和民营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支
持；发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激励资金
2267 万元，撬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加
12.9亿元；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61.8亿元，支
持 150 个绿色项目和 19 家传统能源企业
实现绿色转型升级。

为强化绿色低碳行业金融支持，我省
金融机构积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沟通
合作，收集重点绿色制造企业、绿色园区
融资需求名单，同时充分依托“龙江绿金
云服务平台”实现政银企多层次、多领域
高效对接。今年一季度，全省金融机构累
计为 115 家绿色企业发放贷款 36.4 亿元。
截至 3 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 1544.3 亿
元，同比增长21.7%。

与此同时，我省金融机构在人行引
导下积极助推文旅、科技及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截至 3 月末，全省文旅、科技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 665.3 亿元，
同比增长 9.7%。其中，科技企业贷款同
比增长 10.1%。

扶持实体经济价格稳中有降

在哈尔滨纺织大市场，李向荣夫妇经
营自己的布料店已有 20 余年。夫妻俩想
再扩大两家门店，但原料、物流、店面等成

本的上升让原本准备好的启动资金不够
用了。正在俩人一筹莫展时，建设银行哈
尔滨新阳支行“张富清党员突击队”出现
在了市场里，并为他们推荐了一款利率特
别合适的普惠金融贷款产品。

为全力满足小微企业及创业就业融
资需求，我省制定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重点工作方案，安排并落实 13 项工作举
措，进一步强化首贷、续贷、信用贷支
持。截至 3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1852.7 亿元，同比增长 17.8%。一季度累
计培育普惠小微企业首贷户 8162 户；为
2574 家普惠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延期还本
付息支持，涉及贷款金额 24.9 亿元。加
大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力度，通过组织召
开推进会，推动地方政府扩大政策覆盖
范围，一季度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1 亿
元，同比增长 78.3%。

为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人行哈中支积极引导我省金融机构加快
定价机制建设，提高LPR运用的深度和广
度，提升利率政策传导效率。通过发挥利
率定价行为评估激励作用，促进银行主动
调整存款结构、稳定负债端成本。一季度
全省金融机构新发放一般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4.3%，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为市场
主体节约利息支出约21.3亿元。其中，新
发放普惠口径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5.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信贷稳定增长结构稳步优化 价格稳中有降

金融“活水”助推实体经济整体好转

本报讯（记者马智博）
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在顾
乡公园举行共享公园开放
启动仪式暨亲子游园活动，
标志着全市沿江最大的生
态景观公园正式开放。

据介绍，顾乡公园西起
江堤零公里，东至松花江公
路大桥，全长 2860 米，占地
37.4 公顷，是依托顾乡大坝
的带状滨水生态公园。河
口公园占地约 9.4 公顷，于
2021 年“三沟一河”改造时
建设。

今年，哈尔滨市道里区
将顾乡公园、河口公园及外
滩湿地贯穿一体，以两处公
园为基础建设共享开放公
园，整体占地 46.8 公顷，成
为全市沿江最大的生态景
观公园。从正式投用至 10
月 7 日，每天 6 时～20 时对
外开放。

风景秀丽的生态景观
公园。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哈尔滨沿江最大生态景观公园开放

□王博 本报记者 潘宏宇

8 时，10 余辆箱式货车一字排
开，工作人员通过传输机把一箱箱新
鲜鸡蛋装运到车上。桃红柳绿的六
月，在双鸭山市友谊县凤岗镇沐泽蛋
鸡养殖合作社院内一派繁忙的景象。

“师傅，你这车是运往宝清和二
九一方向的 4200 斤，这是运往同江
富锦方向的 3800斤……大家可以起
程了，注意安全，一路顺风！”工作人
员大声同货运员清点好数量后，一辆
辆载满新鲜鸡蛋的货车奔赴各地。

和往常的早晨一样，1.6万余斤、
约14万枚新鲜鸡蛋经过分拣装箱后
从友谊县凤岗镇出发，运送到佳木斯
以东的大部分市、县（区）和农场，再通
过各大超市、经销点直达百姓餐桌。

友谊县凤岗镇沐泽蛋鸡养殖合
作社理事长关安东说，目前销售网络
已覆盖双鸭山市区、友谊县、宝清县、
红兴隆、集贤县、富锦市、桦川县、建
三江管理局等地区，长期稳定的终端
销售商达到 600 多家，年销售鸡蛋
3000吨以上。

今年 50岁的关安东是凤岗镇的
养鸡大户，27 年前他高中毕业后决
定在家创业，多方筹资办起家庭养鸡
场。规模从不足 1000只蛋鸡发展到
现在的 4 万只，年收入五六十万元，
成为远近闻名的“鸡蛋哥”。

2022 年，关安东在友谊县凤岗
镇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联系了当地
几家养殖大户尝试着成立了养鸡专
业合作社，同时注册了东磊商贸有限
公司。采取以“公司（基地）+农民专
业合作社+农户”互惠互利、相互发
展的发展模式，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和
致富增收。

“只有大家统一销售，供货量大、
货源稳定才能占有市场主动权。”关
安东说，成立合作社与散养户开展合
作，不仅教他们科学喂养技术，还收
购他们的鸡蛋，由公司统筹调控市
场，降低养殖户的风险。

“我饲养了 5000多只鸡，产的鸡
蛋自己销售卖不上价。加入合作社
后，采用联营制养殖，不但价格上来
了，还能拥有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
蛋鸡养殖户杨胜柱说。

在合作社的仓储基地，关安东和
工人们正把一枚枚贴有绿色虫子蛋
标识的鸡蛋分拣装箱。“这是我们的

‘虫子鸡蛋’，它蛋黄中含有大量的卵
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可
促进人体释放胆碱，有助于健脑益
智。”关安东说，凭着多年的养殖经
验，他自主研发出高附加值鸡蛋的

“功能饲料”配方，生产出来的鸡蛋口
感好，营养价值高，价格也高出普通
蛋的 50%，推向市场后，深受百姓青
睐，年销售量达60吨左右。

靠着小小鸡蛋，“鸡蛋哥”不但自
已的生活越来越好，还带动很多村民
富了起来。“在这里一个月工资有
3000元，离家近，工作的同时方便照
顾家中老人。”正忙着给鸡喂食的饲
养员王雪江说，他在鸡场工作 17 年
了，就近务工能保证生活收入还能兼
顾家里让他非常开心。

如今，养殖基地的鸡粪也成了
“宝贝”，周边搞棚室种植的农户全来
这里拉肥料。关安东还雇用村里 40
多名村民在基地和库房干活，这些村
民年收入达3万多元，年底还有奖金。

在关安东的带动下，养鸡业已成
为凤岗镇的支柱产业。目前全镇现
有存栏量过万羽的蛋鸡饲养户8家，
蛋鸡存栏量 17.5 万羽，每日产蛋 4.5
吨，成了远近闻名的蛋鸡养殖基地。

“镇领导正帮我们继续做精做强
禽蛋产业链，规划5万只标准化蛋鸡
养殖场项目建设。下一步，我们还将
深化‘公司（基地）+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增加
研发投入，严格质量把控，提升禽蛋
产业竞争力，实现在中高端蛋品市场
占有率的稳步增长，带动更多农民增
收致富。”说起合作社的未来关安东
信心满满。

“鸡蛋哥”的致富经

（上接第一版）智能农机装备科
技攻关专项围绕主要粮食作物生产
装备智能化、生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
自给化、薄弱环节和区域生产装备全
面化等工作，开展高效智能绿色农机
科技攻关，为我省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现
代种业、智慧农业等重点工程提供装
备支撑。下设4个项目榜单，总经费

预算2125万元。
食品加工科技攻关专项旨在做

精做优食品产业，打造践行大食物观
先行地，围绕玉米、大豆精深加工和
预制菜等食品加工技术开展关键技
术攻关，采用先进工艺、技术、设备推
进传统食品质量提升和产业升级。
下设4个项目榜单，总经费预算1200
万元。

3.2亿元！我省发布“揭榜挂帅”攻关榜单

本报讯（仇建 见习记者王迪）5
月份，黑龙江机场集团共实现运输
飞 行 起 降 15943 架 次 ，运 送 旅 客
201.2 万人次，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
长 4.3%、1.4%，为我省航空市场复苏
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

据悉，黑龙江机场集团主动“走
出去”，探索营销模式多样化，多次
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形式多样的
新航季推介、“航空+旅游”产品展
示、票价特惠等活动，为整合黑龙江

干支机场各类资源、谋划区内航空
市场一盘棋发展搭建平台，构建互
利共赢格局。今年夏秋航季以来，
黑龙江机场集团运输生产持续向
好。据统计，5 月份，哈尔滨机场完
成旅客吞吐量 164 万人次，与 2019
年基本持平。省内支线机场保持良
好的发展态势，佳木斯机场、大庆机
场、鸡西机场、抚远机场旅客量同比
2019 年 分 别 增 长 70.9% 、19.7% 、
40.1%、64.7%。

黑龙江机场集团

5月运送旅客量超2019年同期

本报讯（见习记者梁金池）近日，全国
畜牧总站组织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猪专业委员会专家对“龙民黑猪”配套系
进行现场审验。经过查验讨论后，专家组
一致同意“龙民黑猪”配套系通过现场审
核，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培育出生猪新品
种，将填补我省四十年生猪育种空白。

据介绍，“龙民黑猪”配套系是由黑龙
江省农科院、伊春宝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和吉林省农科院组成的育种团队，利用东

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保护猪种民猪，与松
辽黑猪以及国外引进品种巴克夏猪作为
育种素材，历经 15 年选育而成的生猪品
种，最终经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通
过，这将是继 1975 年培育的哈白猪、1983
年培育的三江白猪以来，我省间隔四十年
再次培育成的一个优质猪品种。

此次专家组由华南农业大学李加琪教
授、湖北省农科院梅书棋研究员、重庆市畜
牧科学院王金勇研究员组成，现场对“龙民

黑猪”三个配套品系及商品猪群体规模进
行现场查验，随机抽取各阶段系谱进行种
猪溯源，现场测定猪只体重、背膘、繁殖力
等数据，对计算变异系数等逐一核实，并与
申报材料进行比对查验，对核心场、扩繁
场、商品代场、屠宰现场进行了实地审验。

在全国畜牧总站组织的“龙民黑猪”
配套系审核会议上，专家组听取育种工作
汇报，对配套系育种方案、实施内容、技术
指标、措施、结果等进行了质询提问，最终

专家组一致认为数据详实准确、育种成效
显著、市场空间较大，最终经讨论后形成
专家审核验收意见，同意“龙民黑猪”配套
系通过现场审核。

另据悉，“龙民黑猪”育种团队主持人
刘娣研究员，在今年先后获得“首届国际
种业科学家奖”和“第八届牧原杯振兴中
国畜牧贡献奖-杰出人物奖”。刘娣表示，
团队将继续做好地方猪品种评价与利用
和产业化推动工作。

时隔四十年 我省再培生猪新品种

4日，2023“北方有奇观 大美凤
凰山”研学旅行正式启幕，黑龙江凤
凰山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迎来了五常
市雅臣小学 300 名师生。同学们走
进凤凰山，在旅行中丰富知识，一同
成长。

据了解，今年凤凰山还将推出
系列研学旅行活动，涉及绿色自然
教育、红色爱国教育、蓝色环保教
育，研学课程更丰富、研学时间更
长、趣味拓展活动更多，以此增强学
生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更好培养学
生乐观生活、独立自主和顽强意志。

李春波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