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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静

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要坚
持政治站位，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
舱石”，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
方向，以发展绿色农业为鲜明导向，
积极践行大食物观，统筹推进科技农
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
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
化、科技现代化、农业信息化、经营管
理现代化和资源利用可持续化，建设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基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突
破。

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
石”，我省今年粮食生产有望“二十连
丰”，接下来将如何打造更加稳固、可
靠、坚实、安全的“大粮仓”？在加快
建设农业强省方面有哪些实招？如
何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实践地？为此，
记者专访了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庞海涛。

问：我省一直是国家粮食安全
“压舱石”，接下来还将通过哪些具体
举措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打造更
加稳固、可靠、坚实、安全的“大粮
仓”？

答：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
舱石”，是东北的首要担当，也是黑龙
江作为全国产粮第一大省的重大政
治责任。下一步，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嘱托，坚持多种粮、种好粮，千方百计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聚焦稳面
积、提单产、增总产，深入落实国家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启动实施千
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坚持良田、良种、
良技、良机、良制“五良”协同发力，进
一步挖掘粮食增产潜力。我们要深
化种业振兴行动，建好国家级大豆种
子基地，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
里。我们要扩大黑土地保护实施范
围，推广“龙江模式”和“三江模式”，
率先把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
快打造一批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
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我们要积极发展规模
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继续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整
省推进，进一步提高农业组织化、规
模化水平，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力争到 2026年将全省粮食综合
产能提高到 1800 亿斤，打造更加稳
固、可靠、坚实、安全的“大粮仓”。

问：我们一直在努力加快建设农
业强省，未来还将采取哪些实招进一
步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
产业？

答：我们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现代农业振兴
计划，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
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加快数字技
术、生物技术赋能，全面推进大型大
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
广应用先导区建设，建好建强国家重
要商品粮生产基地。积极发展农业
循环经济，推动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农产品质量安全省
建设，做强现代农业大基地、全国绿
色大粮仓、“黑土优品”大厨房。我们
要坚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
抓手，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产业园、产业集群建
设，办好首届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
精准开展农业领域招商引资。我们
要大力培育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龙
头企业和领军企业，到2026年，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发展到 500
家以上。

问：我省有着广袤的森林，众多
天然湖泊，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下一
步将如何科学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
源，继续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实践地？

答：我省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
地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我们要认
真落实全会部署要求，积极开发龙江
大森林、大草原、大江河、大湖泊等丰
富资源，拓宽植物动物微生物等食物
来源，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冷水渔
业、设施农业和林下产业，积极构建
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
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食物供给体
系。要聚焦“两牛一猪一禽”，实施高
端肉牛“百千工程”、奶业振兴计划和
冷水渔业振兴行动，持续巩固婴幼儿
配方乳粉生产第一大省地位，建设国
家重要的肉蛋奶战略保障基地。大
力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加
快发展寒地果蔬、寒地龙药、森林食
品，到 2026年，努力形成总量超 1亿
吨的大食物供给能力，建设国家稳定
可靠的食物供给基地。

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就省委全会精神答记者问

（上接第一版）在安达市先源乡八里
岗村，水稻种植户刘宏亮在 pH 值为 9 左
右的盐碱地上种的水稻，经过测产专家组
田间测产，亩产达1017.2斤。“去年这片地
平均亩产量只有 850斤，今年一亩就能增
产160多斤。”刘宏亮说。

“今年年头没有去年好，我们还能获
得丰收多亏了农垦的高产模式。”王福贵
介绍，今年他的7000亩地托管给了北大荒
集团长水河农场，农场选派专业技术人员
对各生产环节给予技术支持，“我们学了

不少先进经验，比如除草剂，我们过去一
直用的那种在极度干旱或者涝的情况下
就影响庄稼长势，农场给推荐的不但低残
留，而且对作物影响小。比如大豆施肥，
过去我们习惯用氯化钾，产生氯气对大豆
生长有危害，现在改用硫酸钾就好多了
……小技术累积起来就有了大收获。”

“我这地能丰收，多亏了好品种和好
模式。”刘宏亮感慨地说，“过去这地倒给
钱都没人种，现在有了好品种，盐碱地也
成了‘米粮川’。”

王乐宝认为，他们的丰收在于一直坚
定地走挖掘潜力、提高单产、改善品质、增
加总产之路。“通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挖掘良田、良种、良机、良
技的增产潜力，充分发挥农场规模化、组
织化、机械化、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优
势，大力推广标准化栽培模式和高产栽培
技术，促进了大豆产能提升。”

据悉，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农业
农村厅已抽调 200 名专业技术人员成立
11个工作指导组，由厅级领导带队，利用

国庆假期，奔赴13个市地，重点围绕秋收、
秋整地、农机标准化作业、农机安全生产、
秸秆综合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 8个
方面，开展秋季督导检查，保持秋收生产
的强力推进态势，实现适时抢收快收、应
收尽收。

另外，据农情调度，全省已完成秋整
地 450.7 万亩，其中包括旱田 344.5 万亩、
水田 106.1万亩。全省秸秆已还田 804万
亩，已离田73.2万亩。

二十连丰，稳了！

（上接第一版）

打造一批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实体经济

当前我省正在推进航天高端装备未
来产业科技园建设，围绕构建先进制造业
产业集群发力。

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依托我

省“477”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发展体系，
围绕电力装备、工业母机等我省具有专业
性、特色化产业优势的领域，加快发展省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适时推动创建国家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围绕机器人、农机装备、
冰雪装备、新能源装备等符合国家导向且
我省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前瞻培育省级
先进制造业集群。

对此，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孙浩进也谈到，要构筑创新集
群，促进各创新主体实现优势互补。要推
动创新要素向重点地区集中、产业集群向
重点园区聚集，优化产业集聚布局，推动
创新产业由“单枪匹马”变为“握指成拳”。

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基石”，被誉
为“工业之母”。黑龙江省作为老工业基

地，在装备制造领域具有领先优势。那丹
丹谈到，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要加快传统装
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业深度融
合，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工业互联
网创新应用为着力点，持续完善相关政策
体系，加快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让制造业变“智造”业

□李婧懿 吴士强 本报记者 韩丽平

中秋、国庆假期，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东轻）全线开动，铸造机、辊底炉、热轧
机、锯床……生产线马力全开，一列列银白色
的铝合金材料在东轻员工专注的操作下有序
通过流水线，奏响了假期里别样的动听“乐
章”。

“从这里发出的铸锭，很多都将应用到国
家重点工程，无论节日还是假期，我们都必须
尽心站好每一班岗，保证每一块铸锭的高品质
供应。”1日一早，熔铸老线工区技术员于鸿硕
已经在23#炉台边认真检视了几个来回。在他
头上方，“功勋炉组”四个大字耀眼夺目，彰显
了这条熔铸精品生产线的不同寻常。

天车交织、辊道周转、炉温升腾，在东轻轧
制车间，奋斗同样是这个“双节”假期里的关键
词。一南一北两条轧制生产线上，即将输送到
新能源材料、轨道交通、空气化工、汽车配套等
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高端铝板、带材跳荡着明
耀生辉的银色光芒。

开启“连轴转”模式的还有东轻安环保卫
部的工作人员。他们监管加油站、油酸库、轧
制地下油库等重点部位，加强对停车场、料场、
无人值守门岗的巡逻检查频次，没有丝毫松
懈。

□李洪伟 本报记者 刘楠 赵吉会

1 日，国庆节。远离大庆市区 120 公里外。进井
场 1 公里的路十分泥泞，终于进到了草原包围的井
场，还是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没有路，只有水和泥，
一台车陷在泥里，车辙深近半米，员工们全都穿到膝
的雨靴……

“这口井是大庆油田钻探钻井二公司30153钻井队
今年打的第 11口井。井场泥泞，给施工带来了巨大困
难，可钻井一天也不能停，这要比平时付出很多。”
30153钻井队队长汪頔自中秋节就在井上，他说国庆节
也回不了家了。

据队上的技术员王越荣介绍，这是一组 3 口平台
井，井斜19度，水平位移在300-350米之间。“每个层位
技术参数不一样，就要重新设计来增井斜。这是在八
厂南部区块第11口井，还要获取井下资料，为下步打好
井提供依据。”

技术员刘鑫个子很高，脸膛黝黑。当天他凌晨3点
多起来到钻台察看：“不放心啊，看看心里踏实、有底
儿”“本来约好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可现在井上离不开，
不能陪她们了。”

34岁的副队长陈永涛，这几天泡在泥水里指挥生

产：“在泥水里走，一天走了2万多步，特别费劲，开钻了
就不能停。”没多长时间，他的靴子就灌包了，脱下靴
子，泡白的脚没有红色，大脚趾磨破了，渗出了水……

“选择了就要干好，就像铁人老队长一样，干工作要经
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他说。

队员在测量泥浆比重。 本报记者 赵吉会摄

“听着钻机声，就有使不完的劲”

□本报见习记者 杨惠暄

漠河深秋的清晨，室外气温已达零下 10℃。为抢
抓工期，助力地质找矿项目高质量完成，省第五地质勘
查院钻探分院机长孙景成像往常一样准备去山上的机
台，再查看一下前一天夜里抢修的水管。这已经是他
连续在野外度过的第五个中秋节。

中秋节晚上10点多，值班人员用对讲机呼叫，机台
突然停水。孙景成立刻让驻地所有人穿好棉衣乘车直
奔机台。“山里晚上零下十几度，如果不尽快找到水管
漏点，存水的地方用不了多久就会冻冰，到时又会出现
新问题，时间紧迫。”大家分组分段检查 3000多米的水
管线路，很快找到了漏点，将已损坏的管线掐断，重新
续接。

在水泵的压力下，冰冷的水带着深夜的寒气打在
孙景成身上，手已经冻得发红。直到供水恢复的一刻，
他缓缓直起身子，活动着有些僵硬的身体，露出了笑
容。一番检查确定无误后，孙景成带着人下山，留下夜
班人员继续工作，回到驻地已经是凌晨两点多。早上6
点他又坐上车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像这样忙碌的中

秋节孙景成已经习惯。趁着还有信号，他和家人打了
一通视频电话，让他们安心。

孙景成监测提钻情况。
本报见习记者 杨惠暄摄

野外勘查度过第五个中秋节

□本报记者 吴利红

1日，在漠河市祥和小区张大娘家，室
外温度已经降到零下 4℃左右，屋内暖和
和。张大娘穿着衬衫悠闲地看着电视，窗
台上绿植争奇斗艳。“我们这里供暖不错，
每年的 9月份就开始供暖了。今年 9月 14
日开始供暖，提前了 11天，虽然居住在祖
国最北方，寒冷时节室内温暖如春。”张大
娘笑着说。

在漠河市华鹏供热公司的供热数据
监测平台上，车间数据监控班长金铁正
和班里的同事紧盯供热数据平台上每组
数字的变化，不敢稍有疏忽。金铁说，今
年是他第 17个十一小长假在岗值班。

“85 后”的金铁从部队转业便到华鹏
供热公司工作，开启了漠河供暖人没有节
假日、24 小时在岗的工作模式。“供暖期
需要大约 8个月，几乎包含了所有重要的
节日。”金铁说，在供暖公司里，无论是自
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还是普通职工，节
假日在岗工作不休息，已经成为习惯，越
是在节假日期间，越要关注供暖温度的变
化，给亲人团聚的千家万户送去有“温度”
的礼物。

守护温暖

我 在 岗节日
东轻 假日里机声隆隆

工作人员测量板材尺寸。 工作人员对设备进行检查调试。 本报记者 韩丽平摄

金铁检查供暖设备。 忻海琪摄

张海军 王精英 夏坤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时下，正是采摘五味子的好时节。走进龙江森工清
河局公司五味子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根水泥柱一字
排开，一行行五味子秧排列有序，绿色的藤条连接成片，
上面挂满了“红宝石”五味子，在绿色藤蔓的映衬下分外
惹眼。工人们正穿梭于地垄之间，忙着采收果实、装箱、
运输和晾晒，基地里处处都是兴高采烈的丰收场景。

近年来，按照“山上建基地，山下建工厂”的工作思
路，清河局公司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五味子总面积达
到5000亩，年总产鲜果1250吨。

“每到五味子收获的季节，我们都来这里打工，在基
地一天能挣 300多块钱，计件工资，多干多得，工资随时
结算，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减轻了生活负担。”清河林区百
姓于致富说道。

清河局公司林下经济部副部长李延军告诉记者，五
味子的适应性强、易管理，一年生的五味子幼苗第二年便
可开始结果，第三年进入丰产期，存活后数十年不必重新
种植，是长期收益的药用经济植物。清河林区地理地势
非常适合发展五味子产业，清河林区职工的庭院前后都
种满了五味子，每年都会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上图：晾晒五味子。
下图：红彤彤的五味子挂满枝头。本报记者 李健摄

五味子红了
林区百姓腰包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