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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纪艾彤 本报记者 邵晶岩

近年来，北安市杨家乡党委大力发展鲜
食玉米产业，通过做大加工产业链，增加玉
米附加值，走出了一条“产加销”一体化带动
村民增收的新路子，让鲜食玉米“领鲜”农村
经济新发展。

近日，走进杨家乡模范村的北杨农庄
玉米加工厂，为了确保鲜食玉米的一个

“鲜”字，田间刚收获的玉米便被直接送上
了加工生产线。在鲜食玉米加工车间，一
根根色泽鲜亮、颗粒饱满的玉米“搭乘”流
水线，经历挑选、剥皮、切穗、清洗、包装、杀
菌、装箱等程序后完美蜕变，成为市场“抢
手货”。

据了解，杨家乡地处寒地黑土区，丰沛
降水、充足日照和昼夜温差，让口感“香”

“甜”“糯”的鲜食玉米风靡南方餐桌。北杨
农庄玉米加工厂以市场为导向逐年扩大鲜
食玉米的种植面积，与周边农民签订鲜食玉
米种植订单，构建起村党组织提供服务、企
业带动农户的产业化链条，走出了一条产供
销一体化带动村民增收的新路子。

据介绍，目前，加工厂每天可加工鲜食
玉米5万到5.5万穗，年加工量60万穗，提供
80 个固定的就业岗位，并探索出“企业+农
户”的致富模式，依托本村的玉米加工，实现
村民在本村就业。仅种植糯玉米一项，周边
农户每亩土地增收 3000 多元，带动周边村
民受益。

一座加工厂带动一方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邵晶岩）日前，黑河市爱辉区活用资源

载体，打造4种干部教育培训模式，为全区干部提供多元
“营养餐”。“从镇里到市里参加培训得赶 200多里路，现
在好了，手机上的‘云课堂’方式，让我走到哪儿、学到哪
儿。”罕达汽镇学员李天蛟提起“爱辉干部教育云课堂”忍
不住打开了话匣子。

近年来，爱辉区积极优化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增
强培训吸引力，精心打造“主体班沉浸学、云课堂专项学、
网络平台个人学、中心组示范学”学习模式，让学员在立体
化、场景化的学习课堂中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与，帮助干
部迅速消化新政策、新思想，切实提升履职能力；借助“云
端”载体，开设“爱辉干部教育云课堂”精品课程，通过严格

“选材”“备料”“送餐”，为全区干部源源不断输送“补给”；
依托黑龙江省干部教育网络学院线上学习平台，利用“动
态信息”“经验材料”“专题学习”等板块，引导干部随时学、
日常学、自主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将中心
组集中学、班子研讨学作为全区学习的“排头兵”和“模范
班”，引领全区各单位开展专题学习研讨3000余次。

“我们将继续创新教育培训模式，在以学正风、以学
促干上下功夫，让尚学之气蔚然成风，将培训成果有效转
化成干部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爱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润明说。

教育培训
提供学习“营养餐”

本报讯（杜川 记者邵晶岩）日前，为进一步提升黑河
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效，根据黑河市毗邻俄罗斯的工
作特点，黑河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窗口进一步完善对俄
知识产权服务，为俄罗斯人在我国申请商标、知识产权相
关业务提供便利。

在对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窗口，设置了中俄文指示
牌，配备了专业翻译人员，并联合黑河市公证处共同制作
了外国人办理商标注册工作指南，解答俄罗斯人在黑河
如何依法办理商标注册的流程。下一步，黑河市市场监
管局还将在省知识产权工作专班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大
对专利、商标等相关业务培训力度，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干部队伍综合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化程度，更好满足社会
公众和创新主体需求，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优化知
识产权营商环境。

完善流程
强化知识产权服务

本报讯（吴桐 记者邵晶岩）2023年以来，人民银行黑
河市分行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积极推动各
项助企惠企政策精准滴灌，持续打造更优金融营商环境。

人民银行黑河市分行引导金融机构聚焦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文旅消费等重点产业，推送重点企业名单，信
贷资源逐步配置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域。截至6月
末，绿色贷款余额 16.4 亿元，同比增长 171%。截至 7 月
末，工业贷款余额 30.7 亿元，同比增长 11.6%，高于全省
5.8个百分点。第五届旅发大会召开后，金融机构对接文
旅企业超 30 家，授信金额超 5000 万。截至 7 月末，房地
产开发贷款同比增长 17.7%，首套房平均贷款利率较去
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黑河市分行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
力，发挥支农支小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低、投向精
准优势，推动金融机构持续降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利率，稳步促进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2023年前 7月，新发放的一般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4.73%、5.18%，同比分别下降0.87和
0.16个百分点，创2019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以来历
史同期最低水平，着力缓解企业融资贵问题，有效助力实
体经济减负。

创新产品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本报讯（于福庆 记者邵晶岩）日前，黑河自贸片区跨
境电商产业园工程项目一期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举行。

黑河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作为 2023 年省
重点项目、黑河市重点项目，也是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重点产业之一。作为黑河市首个集办公、研发、销
售、仓储为一体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对壮大地方经济、
提升社会发展实力、造福当地百姓具有重要意义。

自开工以来，黑龙江省二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入践行“守正创新，坚韧向上”企业精神，项目通过全过
程应用 BIM 技术，实现工程施工可视化智能管理，提高
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有效提升了工程效率和整体安全
质量。施工团队采取“白加黑”“5+2”的工作机制，在建
设单位、监理公司以及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
河片区管理委员会各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顺利完成主
体结构封顶，在入冬前实现整体“暖封闭”，切实保障了项
目施工有序推进。

省二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包丽丽表示，在后期建
设中，二建公司全体职工将继续保持“拼”的精神、“闯”的
劲头、“创”的勇气、“干”的作风，全力发挥“建工铁军”优
良传统，确保黑河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工程项目安
全、顺利、圆满建设完成。

跨境电商产业园
项目主体封顶

黑河市加大水产养殖品种结构调整，
扩大名优新品种养殖规模。近年来，全市
深入贯彻落实大食物观以及向江河湖海要
食物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走健康渔业、生
态渔业、特色渔业、品牌渔业的发展路子，
积极发展黑龙江网箱特色养殖、五大连池
矿泉鱼健康养殖、冷水鱼养殖，取得明显成
效。通过创建品牌，大大提升了黑河市水
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黑河市五大
连池风景区、五大连池山口湖鱼类畅销湖
南、山东、辽宁、吉林以及哈尔滨等地，产品
供不应求。2023 年，全市水产养殖面积达
到 50.7 万亩，截至 9 月中旬，全市水产品产
量 1.3 万吨，预计全年水产品产量实现 2.1

万吨。全市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达
到 16 家，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达 9 家，
全市水产无公害健康养殖面积达到 3.3 万
公顷。

稳步推进稻渔综合种养，黑河市共落
实稻渔养殖面积 2605 亩。共放养扣蟹 1.5
万斤，预计产成蟹 60 吨，产值实现 400 万
元。北安市充分利用稻田资源，稳步发展
稻渔综合种养，养殖面积达到 2355 亩，爱
辉区落实稻渔养殖面积 200 亩，孙吴县落
实 50亩。

加大黑龙江网箱养殖品种结构调整力
度，在稳定鲟鱼、黑龙江野鲤两大主养品种
的基础上，扩大鳜鱼、鳊鱼等名优冷水养殖

品种投放数量，全面提高渔业经济效益。全
市已投放标准网箱 297个，网箱养殖面积达
5552 平方米。投放施氏鲟、鲟鳇杂交鱼、鳜
鱼、黑龙江野鲤等优质品种 10 余万斤。爱
辉区黄旗营子村华之宝鲟鱼养殖基地经理
何铁虎介绍，基地现有网箱 200 余个，主要
养殖鲟鳇鱼，年初投入 10万余斤鱼苗，目前
成品鱼达9万余斤，预计年收入近200万元。

稳步发展名优品种养殖，全市名特优
养殖面积达 12 万亩，名特优养殖品种达到
21 个。五大连池市积极做好新品种试验示
范建设，加大对台湾泥鳅养殖工作的服务
指导，并积极探索矿泉稻蟹（鳅）综合种养
新模式。北安市继续落实稻蟹综合种养
1540 亩，爱辉区加大新品种推广力度，共落
实河蟹养殖面积 1.2万亩。

水产 培育名优品种 稻渔综合种养

践行大食物观
农林牧渔合奏丰收曲

黑
河

□吕游 本报记者 邵晶岩

黑河市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体，坚持把抓好
农业经济运行作为推动全市
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召开全
市农业农村系统重点工作部
署会议，及时下发农业经济运
行工作提示，采取半月一调
度、每月一通报的机制，全力
抓好农业经济运行。据统计，
前三季度全市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实现93.9亿元，同比增长
6%。其中，种植业7.6亿元、增
长4.7%，畜牧业47.2亿元、增
长6.3%，林业22.1亿元、增长
4.3%，渔业4.9亿元、增长6%。

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
林牧渔并举、植物动物微生物
并举的多元化大食物供给体
系，分领域推进落实。预计
2023年全域粮食作物总产量
达到110亿斤以上，肉蛋奶总
量达到 38 万吨以上，水产品
产量2万吨。

黑河市着力调整种植结构，在第四、五
积温带构建以功能性大豆、玉米为主的轮作
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杂粮杂豆、马铃薯、汉
麻、中药材、饲草饲料等高效特色作物生产。

今年，黑河市地方大豆实际播种面积
1557.5 万亩，超省下达任务指标 7.8 万亩。
在嫩江市，大田农作物生长已进入成熟的关
键期。在嫩江市海江镇的大豆种植田里，大
豆已经结满了豆荚。海江镇志发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庄世勇介绍：“从种植密度到
除草措施、配方施肥，我们科学实施，今年大

豆丰收在望。”
9月末和10月初，是大豆秋收全面开启

的关键时期。届时，农业部门全部下沉到基
层一线、田间地头，对秋粮收获、农机操作、
秸秆回收、秋整地等工作进行全程技术指
导；各乡镇统筹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
户对农业机械的需求，合理调配机械力量，
开足马力迎秋收。

今年，嫩江市充分利用国家级制种大县
政策支持，建设了大豆良种基地，加快了育
种实验室提档升级，打造了现代农业示范带

3 条 10 万亩、辐射带动 200 万亩。坚持区域
一体化发展，加强与九三分公司、中储粮北
方公司合作共建，全面实施农场模式化栽
培，在提高单产、提升品质、扩大产能方面形
成嫩江模式。

此外，黑河市持续巩固“孙吴汉麻”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叫响孙吴“中国汉麻之乡”品
牌，全市汉麻种植专业合作社 17家，汉麻种
植面积9.13万亩。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稳定常年菜地保有量，推进设施蔬菜生
产基地建设。全市农用设施总面积 5384.9
亩，新建高效节能日光温室8个，新建复合墙
体免烧温室15个，新建保温大棚77个。全市
蔬菜瓜果种植面积3.46万亩，产量1410吨。

农业 玉米大豆轮作 兼顾特色作物

丰富的林下资源为黑河市林下经济发
展提供了无限潜力。黑河市林草部门牢固
树立“大食物观”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重点发展以生态经济林、道
地北药、森林绿色食品、特色种苗、特色养
殖、生态旅游、森林培育为主的“七大产
业”，初步形成了条块结合、优势互补、统筹
发展的新型林业产业布局。2022 年，全市

林业产值实现 83.5亿元。
全市小浆果种植面积 5.58 万亩，北药

种植面积 6.1万亩，年生产食用菌 500万袋，
林下养殖畜类禽类共计 37万余头只。计划
到 2025 年，食用菌生产规模发展到 3400 万
袋。全市现有林业龙头企业 7家，省级林下
经济示范社 4 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7 个；
培育了“爱辉山珍”“蓝妃子”“长乐山”“蓝

立方”等地方知名品牌；黑龙江鹿源春鹿业
股份公司、黑龙江省长乐山大果沙棘开发
有限公司已经获得我省“九珍十八品”品牌
认证。

今年，黑河市成立了林下经济发展领
导小组，高位推进林下产业发展，市林草
局制定印发了林草产业发展建设专班工
作方案，围绕“七大产业”，成立 12 个林下
经济发展专班，为林下经济发展注入蓬勃
动力。

林业 发展林下经济 产出健康食品

黑河市切实稳定生猪生产，落实生猪
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强化奶源基地建
设，实施奶乳“一体化”，完善产业链条，推
进肉牛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

据行业统计，截至目前，全市生猪存栏
49.75 万头，出栏 41.65 万头，同比增长 11%；
能繁母猪存栏 4.6 万头,同比增长 39.38%；

规模场保有量 77个。
抓住北安市进入省乳业产业集群机遇，

加快推进飞鹤北安瑞信诚万头奶牛一体化
项目、北安绵绵瓞农牧业有限公司 5000 头
奶牛场项目、五大连池市 4000 头奶牛场项
目建设，鼓励乳品企业建设奶源基地。全市
奶牛存栏 5.74 万头，鲜奶产量 14.6 万吨，同

比增长13%，奶牛规模养殖场31个。加快肉
牛、禽、羊产业发展，支持使用优质冻精改良
肉牛或低产牛，扶持引导龙头企业和社会资
本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突出发展孙吴县安
格斯肉牛养殖。据行业统计，截至 6 月，全
市肉牛出栏7.5万头，同比增长15%；羊出栏
23.9 万只，同比增长 8.6%；肉禽出栏 51.6 万
只，同比增长0.4%。全市肉蛋奶总量17.6万
吨，同比增长8.4%。

畜牧 出栏稳定增长 奶乳一体发展

北安大豆丰收画卷北安大豆丰收画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邵晶岩邵晶岩摄摄

满院子的辣椒，红火的生活。
于淑鸿摄

逊克县宝山乡兴华养鱼合作社生
态养殖淡水鱼50万斤。 于淑鸿摄

鲜食玉米加工车间鲜食玉米加工车间。。

封顶仪式封顶仪式。。于福庆于福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邵晶岩邵晶岩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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