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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丁蕊 孙琦 记者刘畅）北大荒集团五
九七农场有限公司近日赴八五五农场有限公司参
观调研，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取长补短，提升农场
林业产业发展效益。

为充分利用好林地资源优势，深挖“林”的潜
力，五九七农场有限公司厚植生态底色，积极探索
和实践“林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形成以林木
皆伐、经济林种植、林下间种同步并进的林业经济
发展模式，成为产业增长的新亮点。

三年来，公司通过宣传引商、科学采伐、合理
经营、公开竞拍的流程，过熟林木拍卖创收 3257
万元。今年，农场计划在“十四五”林木皆伐指标
的基础上，再争取林木皆伐指标 1万立方米，预计
实现过熟林竞拍创收 1000万元。

为了提高更新造林积极性，农场农林牧发展
中心结合实际，科学指导种植户采购经济效益高
的经济林树种。同时，采取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
方式重点发展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产业，栽
种树苗 13万株，林下间种东方红红小豆 750亩，预
计实现利润 50 余万元。在保有传统种植业收益
的同时，还可获得套种产业收益，发挥土地效益最
大化，实现近期得利、长期得绿的目的。

五九七农场

深挖林业潜力
推进产业融合

本报讯（魏长凯 记者姜斌）在京东农
场与北大荒集团前进农场有限公司合作共
建的有机大米数字化种植基地里，一片片
绿油油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稻田旁边安
装了全程可视化溯源智能设备，对农作物
耕种管收全过程实施管控和数据管理，以
确保水稻生产全链条信息公开。

农场农业发展部部长万文达介绍：“我
们通过京东区块链技术建立加密追溯二维
码，按照‘一物一码’标准实现溯源信息的
公开和透明，让消费者通过扫码了解每一
粒米的种植生产信息，真正实现‘绿色有机
看得见’。”

今年前进农场有限公司大力实施“千
人电商农场”工程，充分发挥交通便利、
自然条件绝佳、江水灌溉等潜在优势，以
建立“数字农业管理平台+优质农产品销
售平台”为抓手，携手京东集团打造有机
示 范 种 植 基 地 1700 亩 ，切 实 提 升“ 建 三
江”“军稻香”等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进
一步擦亮生态品牌名片，实现稻米营销
新发展。

前进农场
创建专属有机
稻米种植基地

□周薇娜 徐磊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农谚有云：三分种，七分
管，十分收成才保险。粮食要
丰产，管理是关键。自粮食作
物播种全面结束以后，北大荒
各农场迅速转移工作重心，集
成推广应用新技术和新机械，
全面开启了夏管工作。

近年来，北大荒农业股份
二九〇分公司始终立足“科技+
农技”助农增产的思路，通过线
上指导与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
式，在稳步提升种植户综合技
术能力的同时，切实解决重点
难点问题，助力农田夏管高质
量开展，确保全年丰产丰收。

在种植户吴宾的农田内，
一台新型无人机设备停靠在田
间路上。不远处，农技人员申
冬正指导种植户如何操作使
用。“这几年听说无人机喷肥、
施药效果好，今年在管理区技
术人员的推荐下，我们几家合
伙引入了这台大疆 T50农业无
人机。单次可载重 50 公斤，一
次能装满一袋肥，一小时能撒
1.5吨肥料。而且肥药两用，可
支持喷洒单次 40 公斤的除草剂、杀虫剂，一天能
作业 1500亩地。”吴宾兴奋地介绍。

提起新引入的无人机带来的改变，申冬介绍
说：“早些年种植户喷肥施药靠人撒，靠人背药罐
喷，人工费用较高，同时还容易对身体造成影响。
现在我们持续引入无人机设备，通过北斗导航以
及区域范围识别系统，实现自主喷肥施药、自主停
靠，大大提升了喷肥施药的效率与质量。”

接下来，二九〇分公司将在夏管中引入更多
前沿“农技+科技”，使管理更加科技化、标准化、
技术化，加速促进传统夏管由人工作业向设备作
业、由粗放植保到精准植保发展转变，让种植户享
受到智慧农业、科技农业带来的红利，为农业节本
提质增效、秋粮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在齐齐哈尔分公司富裕牧场第二管理区无膜
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示范田里，一台大马力农机
在田间往来穿梭进行深松中耕作业，农技人员全
程跟踪指导，确保作业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达到
中耕深度 30 厘米以上、深浅一致、到头到边的要
求。此举疏松土壤、增温放寒和保墒，提升了农业
生产效能。

自全面完成大田播种和水稻插秧后，该分公
司积极引导各农（牧）场种植户进行农业转段，适
时开展中耕、施肥作业等田间生产管理。在巨浪
牧场第四管理区水稻种植大户郭巨才家的水稻田
里，一架植保无人机正均匀地将返青肥喷洒在水
稻秧苗上，促进稻苗扎根返青。郭巨才说：“我今
年种了 4000 亩水稻，过去一天七八个人才能干
300 多亩地，现在用了无人机，这些地四五天就干
完了，省钱又省事。”

“无人机操作简单，通过设定好的程序，自己就
能完成路线规划、一键作业和自动返航等操作，还具
有喷洒均匀、效率高等优点，实现了水稻生产管理提
档升级。”巨浪牧场农业发展部负责人宋林介绍。

近几年来，齐齐哈尔分公司积极转变种植方
式，大力推广应用无人机、高速插秧机等新型设
备，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助力农业增产增
效。目前，分公司旱田作物已陆续出苗，水田作物
长势良好。下一步将按照“四精两管”“大垄匀密”

“三化两管”模式，全面加强田间管理，确保农作物
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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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米加工生产线。

发挥集群优势发挥集群优势
为产业发展打造更大舞台为产业发展打造更大舞台

北大荒集团北大荒集团

一台喷杆长 28米的哈迪风幕式喷药机正在北大荒集团八五五农场有限公司
大田里进行灭草作业。农业技术人员介绍，这样使用不仅能提高作业标准，减少
药品用量 20%，还是落实农业“三减”措施的好帮手。

有了这个“大块头”助力，无论是前期玉米 6-8展开叶期还是后期玉米 10-13
展开叶期，均可进行化控作业。自带风幕能避免药剂漂移，中后期施药的穿透性
强，可提高施药效果。近年来，农场积极推进现代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不断探索
适合现代化大农业的先进生产模式，引领绿色优质农业高质量发展。

于爽 党健 本报记者 刘畅摄

风幕式喷药机
出动

除草不用药？北大荒农业
股份宝泉岭分公司智能除草机
器人就能轻松搞定。在有机大
豆种植基地，机器人用两个高
清摄像头采集苗带信息，内部
的信息处理终端准确地把采集
到的信息反馈出来，指导系统
实时纠偏作业，保证精准除草。

“智能除草机器人一小时
能除草60亩地，相当于近200
个劳动力的工作量，不使用化
学除草剂可以有效保护黑土
地，也能促进有机大豆健壮生
长。”工作人员李闯介绍。

北大荒农业股份宝泉岭分
公司投资50余万元，引进嘉福
德除草机器人用于有机大豆的
中耕除草作业，“科技范儿”十
足，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马文竹 本报记者 刘畅摄

智能除草机器人
上线上线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由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从原粮生产到产业集群……近年来，北大荒集团
以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产
业集群建设作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构建新发展格局、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走出了一条粮食安全和现代高
效农业相统一的发展之路。

北大荒集团发展战略部项目处负责人刘吉喆介绍，北大荒集团共申请创
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3个，2020年申请创建的北大荒集团蔬菜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2021年申请创建的北大荒集团大豆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2023年申请创
建的北大荒集团稻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入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创建名单。

蔬菜特色产业集群
种植规模化加工产业化经营主体多元化

“这边种的是茄子，那边是辣椒，前面加
了杆的是‘黄金钩’……”北大荒集团阿城原
种场有限公司果蔬保供基地在夏日的阳光
下，各类蔬菜秧苗正茁壮生长。该公司副总
经理张洪建介绍，公司通过实施“千亩千园”
工程，融入哈尔滨有限公司“三平台、三产区、
三基地”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致力建设高标准
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保供基地和北大荒生活
优选超市直供基地。

走进阿城原种场有限公司生态园区产业
园，饱满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一派勃勃
生机。经理庞鑫告诉记者，公司从选种、育
苗、种植、管理等各环节都严格把控质量关，
生产的蔬菜自然成熟、绿色健康。通过格田
化改造、标准化种植、科技化支撑、规范化管
理和示范化带动，示范、引领、带动本场种植
户和周边地方形成区域保供中心。目前，百
亩格田化核心区示范种植辣椒、茄子、柿子、
豆角、西葫芦等 10 余种蔬菜，2 个延伸区种植

“金博士 717”优质玉米 240亩。
产业基地的红火生产正是为企业加工服

务。作为绿色智慧厨房的重要载体，北大荒
泰华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相关生产加
工等中间环节的生产活动，据总经理马杰介
绍，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通过开展预制菜、鲜
食玉米销售、标准化中餐、鲜切菜等业务，完
善配送中心原料库和成品库内部配套设施，
建设中餐标准化加工车间，大幅提升了中餐

标准化、自动化加工处理能力水平，目前已上
市北大荒预制菜产品 8 款、预制米产品 14 款、
鲜食玉米 1 款，近期将新上市烧烤涮系列产
品。

北大荒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资源资产管
理部副部长崔红介绍，公司积极推进蔬菜产业
集群项目，建设北大荒蔬菜配送中心货物传输
线工程，提高了蔬菜加工原料库和成品库的内
部物流运转能力，通过松花江农场冷链物流节
点库建设项目健全了蔬菜原料产地仓储冷链物
流体系。同时，公司还倾力打造了北大荒营销
平台，建立直播共享基地，发展线上线下双轮驱
动营销模式。记者在营销平台的直播基地看
到，现场有13个直播间，直播设备齐全并全部投
入使用，在新媒体平台形成品牌销售矩阵。

据刘吉喆介绍，通过三年多的建设，北大
荒集团蔬菜产业集群已形成了种植规模化、
加工产业化、发展连片化、经营主体多元化的
产业格局，集群内产业融合水平、物质装备水
平、科技支撑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生产经营
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北大荒集团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以“绿色智
慧厨房”为牵引，打造对外统一营销平台的设
想初步实现。

大豆优势产业集群
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集群化

我省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 50%
以上，是大豆种植面积最多、产量最大的省
份。作为现代农业的“国家队”，大豆一直是
北大荒集团的主要优势作物。

刘吉喆介绍，2021 年在农业农村部的大
力支持下，北大荒集团按照大豆产业全产业
链开发建设总体思路，集聚产业链发展要素，
全面启动大豆产业集群项目创建。大豆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主体涵盖了九三分公司下
属的 9 个农场、九三粮油工业集团、北大荒食
品集团、北大荒商贸集团、北大荒粮食物流公
司、北大荒豆制品公司以及黑龙江省九三物
流有限公司。

为推动大豆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北大荒
集团不断提升大豆种植标准化商品化水平。

在九三分公司鹤山农场第一管理区，绿油
油的豆苗整齐一致、笔直成线，大马力机车正
在进行中耕作业。鹤山农场结合本地区农时
环境条件，在保证粮食产能的前提下，根据区
域特点合理搭配品种的熟期，打好种、管、收时

间差，以保证大豆播在高产期，收在丰产期。
而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则走出一条符合

农场自身实际的大豆专品专供之路。“这片大
豆地块是豆花专用原料专供基地示范区，是
根据广东一家企业定制需求设立的。这样的
示范区还有好多块，都是根据广东省大豆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合作需求而打造的。”农场农
业发展部部长赵锋介绍。

2018 年，农场加入广东大豆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几年来，农场深度加强与联盟的合
作，立足“专”字品牌，着力打造中国大豆食品
专用原料专供基地。依托“九三大豆”“非转
基因大豆”“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区”等
品牌的影响力，加快了大豆产业创新发展，使
大豆“专品专供”发展渐成规模。

据九三分公司财务部主管李志宏介绍，
以鹤山农场等 9个农场为主体，实施农田建设
及配套设施项目，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进一步整合高标准农田资金、黑土地保护资
金、农机购置资金等，夯实大基地基础条件，
为优质大豆原料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重
点建设高标准农田 35.13 万亩，农机具更新
930 台套，建设大豆良种繁育基地，实施耕地
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烘干塔建设改造项目，
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同时，加强大豆标准化
仓储基地建设。以北大荒粮食物流公司、红
五月农场、嫩江农场、七星泡农场、九三物流
公司为主体，实施粮食物流仓储项目，推进标
准化、智能化仓储库房建设。项目全部建成
后，预计可增加库房 3.37万平方米。

通过大豆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北大
荒集团进一步打造以九三分公司为核心的大
豆生产基地、以九三集团为核心的科研和加
工产业链条、以食品集团为主的加工营销链
条，以及以北大荒商贸集团为核心的物流仓
储全产业生态链，实现大豆生产、加工、产品
销售一体化、集群化发展。

通过建设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北大
荒集团打破集团与分公司、企业与农场之间界
限，树立全产业链思维，实行规模化、差异化发
展，进一步完善上下游产业配套，构建现代产
业分工合作体系，形成了产业之间优势互补、
联动发展，集群内企业集中度逐年提高，产业
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集群发展态势显现。

接下来，北大荒集团将进一步发挥产业
聚 集 优 势 和 辐 射 带 动 能 力 ，用 好“ 寒 地 黑
土”“绿色有机”“非转基因”三张金字招牌，
打造全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

讨论种植技术讨论种植技术。。徐磊徐磊摄摄

北大荒泰华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标准化
加工车间。 丛洪日摄

阿城蔬菜保供基地阿城蔬菜保供基地。。唐艳唐艳摄摄

□文/摄
魏立文 邴陈双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咱们现在的产品
除了黑米之外，扩展到
了 黑 米 面 条 、黑 米 煎
饼 、黑 米 锅 巴 ……”在
北大荒集团庆阳农场
有限公司的粮食仓储
中心生产加工车间，农
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孙立成告诉
记者，公司有 30 多年的
黑稻种植历史，丰富的
种植经验带动了农场
及周边的黑米加工企
业。目前有日加工 30
吨黑米设备 1 套、平房
仓 3座、烘干塔 1座。

记 者 在 庆 阳 农 场
有 限 公 司 黑 稻 种 植 示
范区看到，嫩绿的秧苗
整 整 齐 齐 。 种 植 户 邵
威说：“去年，我种植了
200 亩黑稻，较黄稻增
收 4 万元，黑稻不仅价
格比黄稻高，而且不愁
销路。”

“我们有丰富的黑
稻 种 植 经 验 和 完 善 的
种植体系，随着黑稻销
量不断增加，要进一步
完 善 加 工 生 产 设 备 设
施，促进黑米加工产业
发展。”农场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学力说。农场从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促进生产要素集
聚、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等方面，结合产业发展
定位、现状基础、资源禀赋，申报建设
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今年，项目
将在庆阳农场落地生根。项目建成
100%达产后，可提供 20 个就业岗位，
年 加 工 黑 米 2 万 吨 ，增 加 粮 食 仓 储
6000 吨。同时，带动增加 1 万亩黑稻
种植，区域内农业产值可达 5000 万
元，加工产值可达 1亿元，实现全产业
链产值 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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