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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兰西县把发展绿
色农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推动结构调整、发
展转型和质量安全。通过推
行绿色生产方式，全县绿色有
机种养循环农业基地面积累
计达20万亩次，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到90%以上。推进农
业“三减”，秸秆综合利用率
95%以上，新增测土配方施肥
30万亩，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率达到96%以上。建设高标准
农田139.9万亩，黑土地保护
面积10万亩以上，侵蚀沟治
理201条，农村水系连通390
公里。

□李奇峰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据介绍，2021 年以来，
兰西县通过实施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年收集、处
理畜禽粪污31万吨，制成合
格有机肥 13.5 万立方米，粪
肥还田面积累计10万亩，其
中积造粪肥还田面积 8.8 万
亩，购买商品有机肥 1.2 万
亩，扎实推进了农作物秸秆
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
到95.2%和91.4%。

在兰西县兰河乡红旗
村于志才家的地里，老于正
在开心地整理水稻秸秆，他
说：“今年兰西县测土配方
施肥的试验地落在了我家，
别的不说，这测土配方的试
验区产量是真的好呀，稻穗

沉甸甸的，比起我自己施肥的地块，既
省钱又高产。”

兰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
艺师李盛娟介绍，这个试验区面积2.6
亩，进行了水稻利用率和水稻肥效校
正等试验，早春对每个试验小区进行
取土，找专业的化验机构对土壤进行
化验，然后根据土壤的理化性状、养分
状况进行分析，制定出适合这个地块
的最佳配方，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化肥
利用率试验和肥效校正试验，根据各
个不同试验小区的植株性状和产量表
现来进一步验证农技人员制定的配方
是不是最佳的配方。农技人员也在这
个试验地开展了田间教学，让周边的
农户认识到测土配方施肥的必要性，
来年，进一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据了解，兰西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覆盖率达到了 90％，试验面积 25.6
亩，其中燎原镇新和村有23亩玉米小
区试验，兰河乡红旗村有2.6亩水稻小
区试验。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兴坤
介绍，兰西县以示范园区建设为载体，
全力推进玉米、水稻、蔬菜、小菜园、鲜
食玉米等生产基础建设。兰西县全面
推行绿色（有机）生产模式。2023 年
推广了玉米 110 厘米大垄双行栽培
2300 亩、大豆 110 厘米大垄双行栽培
6000亩，完成玉米绿色高产高效示范
区建设3万亩，辐射带动10万亩，水稻
大棚旱育稀植绿色高效栽培技术 10
万亩。展示生物菌肥试验、水稻品种
试验、稻田养蟹等 2000 亩，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10万亩，推广大豆根瘤
菌剂拌种 2.12 万亩，推广稻瘟病绿色
防控4.93万亩，展示新肥料、新机械等

“三新”航化作业 6 万亩，发放节药喷
头体8507套，新增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30万亩，辐射15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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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小菜园种植是绿
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独特缩
影。

在兰西，老百姓常说
“半亩小菜园儿，三五千块
钱儿”。在兰西县兰西镇永
久村头道沟屯，全屯常住的
156 户 有 151 户 种 植 油 豆
角。村民冯爱国说，自家小
园种的油豆角拉到市场上
不愁卖，经常来几个买家就
给包了。像冯爱国家这样
的小菜园，仅兰西镇就超过
2000户，总面积达到1300余
亩。

土壤好是种出好产品
的基础。“庭院小菜园产出
的瓜果蔬菜品质好的第一
要素是土质好，未使用化肥

农药，可以说是种植瓜果蔬菜最好的
基质。”兰西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冯贺
涛说。

“我家这个小园今年种了香瓜和
西瓜，全部使用农家肥，纯纯的绿色食
品，都不用出去卖，成熟了就被抢购
了。”兰西县兰河乡拥军村唐家岗屯村
民田忠青说。

在保证庭院小菜园产品的品质方
面，兰西县县乡两级农技推广机构和
蔬菜企业农技人员出了不少力，做到

“网格化”覆盖。
“我们倡导的种植理念是绿色、健

康和无公害，在菜园蔬菜生产的重点
时段、重点环节进行指导，统筹县域内
不同区域、不同种植品种，推广轻简化
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施用农家肥等
先进技术，集成经过种植户实践、可复
制的栽培模式，实现小菜园种植的高
质高效高标准。”冯贺涛说。

兰西县把开发利用农村庭院小菜
园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凭借小菜
园的生态环境、绿色生产和精细化管
理等优势，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

目前，该县小菜园总面积 1.02 万
亩，参与菜园开发利用农户1.53万户，
纯效益超过 3500 万元，实现了“半亩
小菜园、三五千块钱”的增收目标。落
户当地的中舜、益品乡等蔬菜加工企
业，年加工量10.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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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县强化农业生态环
境保护。建立田长制，成立

“田长制”办公室，建立县、乡、
村、网格、户的“5+2”五级田长
责任制。建设完成黑土地监
测点 123 个，对全县 123 万亩
黑土地进行监测。

兰西县加快构建绿色农
业质量监管认证体系。严格
农产品质量监管，建立了种
植、养殖、运输、贮藏、加工、销
售 全 程 农 产 品 质 量 监 管 体
系。全县绿色食品认证面积
34 万亩，绿色食品企业 33 家，
绿色食品标志数量77个。

兰西县委书记关海涛介
绍，在绿色农业发展上，兰西
着力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
尾”两篇大文章，围绕“菜篮
子”，打造了榆林食品工业园
区，建设了哈达农产品国际物
流园项目；围绕“肉案子”，引
进北旺食品有限公司 100万头
生猪屠宰加工项目，引进龙江

元盛和牛有限公司 10 万头和牛养殖及
屠宰加工项目，引进山东盛康食品有限
公司1.2亿只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围
绕“米袋子”，拟引入 5 万吨稻米深加工
和预制饭项目，引进蓝之润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开发大豆精深加工延链补链强链
项目；围绕“奶瓶子”，招引完达山乳业，
上马5万吨乳制品加工项目。

兰西县将统筹推进“四个农业”融合
式发展、千万吨粮食增产增收计划，做强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以系统性思维
推进农业发展，产加销一体化，当好全省
农业现代化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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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兰西县
委宣传部提供

□崔砚泽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望奎县是全国首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近年来，望奎县立足农业大县实际，瞄准建设“四个农业”发
展目标，突出发展绿色农业。

如何高效实现种养结合，促进绿色农业发展，望奎县给出了有益探索。
望奎县东郊镇种地大户冷文忠算了一笔账：“我今年种了517亩地，使用政府免费提供给我们的粪肥，平

均每亩地能少用6斤化肥，节省了5000多元，不但增了产量，还养了地力。”
望奎县在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工作中，强化绿色生产技术支撑，推进粪肥发酵还田，在全县建设了695个

粪便储存池和4处区域性大型粪污处理中心，打造了60处高标准集中沤肥场，每年可堆沤发酵粪肥近50
万吨，还田面积30万亩以上。

作为全国首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望奎
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255.94万亩，生猪、黄肉牛、山
绵羊、家禽饲养量分别达到 198 万头、11.2 万头、
12.5 万只和 1150 万只，畜牧养殖量大，粪便产生
量多。

望奎县积极解决粪便出口难题，实现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促进绿色发展，黑土地实现一“增”一

“减”。“增”的是土地地力和效益，“减”的是化肥量。
种养循环，变废为宝。在位于东郊镇厢兰五

村的望奎牧原东郊一场，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环保部经理姜明星告诉记者，该场2019年12月投
产，专门设置了粪污处理区，在粪污资源化利用方
面，探索出“养殖—沼肥—生态农业”的循环经济
模式，沼液通过厌氧发酵所产生的有机肥可供
4500亩土地使用，达到种养零排放、环境无隐患。

除牧原的集中处理模式，“村收集、乡选址、第
三方转运处理”是望奎县开展粪肥专项整治行动
的具体打法。

以东郊镇水四村粪肥集中堆沤场为例，占地
面积4200平方米，集中沤肥10500立方米，在常温
状态下堆沤 30天，核心温度可达到 50摄氏度；连
续堆沤 90天后，进行翻堆再次发酵 90天，实现无
害化处理；秋后直接利用大型机械进行抛撒还

田。这个堆沤场辐射东郊镇3个行政村20个自然
屯，成为猪牛羊和家禽的粪便出口。按照每亩地
还田1.5立方米粪肥计算，该堆肥场的粪肥可还田
7000亩，实现化肥减量、产能增加、农民节本增效
的“一减一增双增效”。

望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文学介绍，年初以
来，望奎县将村屯环境整治、粪污还田、黑土地保
护利用等工作有机结合，采取村收集、乡选址、第
三方转运处理的方式，在全市率先开展了粪污清
理专项整治行动，借助绿色农业种养循环试点和
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建设的有利契机，着力构建
粪肥资源化利用种养循环新模式，重点破解畜禽
粪污“出口”难题。

望奎县粪肥资源化利用种养循环新模式的建
立，成功破解粪污出口的难点，一方面可以培肥地
力，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使土壤板结变蓬松，

“锁”水能力更强，还可以推动化肥减量，提高农产
品品质和产量，使养殖户、市场主体、种植户形成
利益共享“闭环”。

望奎县东郊镇镇长武洪臣说：“粪肥资源化利
用种养循环新模式不仅有效改善了环境，还可以
使畜禽粪便得到合理利用，把粪源变成资源，可谓
是一举两得。”

畜牧大县的破题——粪肥发酵还田

在绿色农业发展中，望奎县以发展绿色生产技
术为支撑，建立科学合理轮作制度，落实轮作试点
面积34.4万亩以上；协调推进秸秆还田和绿色生物
防治技术应用，用绿色有机肥料替代化肥，在通江
镇、火箭镇等乡镇创建绿色生产技术示范园区5个，
全县植保无人机达到 150台以上，统防统治与绿色
防控面积 100万亩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配套率达到100%。

在火箭镇正兰四村垦地合作玉米大垄双行栽
培示范区，火箭镇党委副书记纪凤龙介绍，这片示
范区面积 1000亩，以望奎县龙薯联社为经营主体，
实施垦地合作托管模式，采取秋季深翻秸秆全量还
田，施用粪肥、有机肥料减少化肥使用量。“经过去
年秋季的灭茬、深松、起110厘米大垄、镇压等程序，

这种方式对增产有实际效果，今年平均亩产2000斤
以上。”

灯塔镇惠四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是 2019年建设
项目，主要建设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
田输配电工程、科技服务措施、其他工程等五项内
容。今年高标准农田实现稳产增产。

在绿色农业发展中，望奎县落实“河长制”“林
长制”“田长制”，推动实施侵蚀沟治理 237条，完成
造林插柳2.6万亩，落实绿色种养循环试点、黑土耕
地保护利用粪肥、有机肥施用面积 25.4 万亩，实施
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面积 16.43 万亩，黑土
地保护建设面积 8.3 万亩；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分别达到95%和90%以
上，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4.35%。

绿色技术支撑 打造增产示范

望奎县创新金融支持优惠政策。建立经营主体
与建行、信用社金融机构合作共赢模式，以经营主体
需求为导向，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满足农业绿色产业生产需求。有针对性地指导金融
机构降低信贷门槛和资金成本，将更多信贷资源投
向绿色农业发展领域，支撑全县绿色农业发展。

据悉，望奎县构建“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
业”的生产运营模式，培育发展加工型专用玉米、绿
色优质水稻、高油高蛋白大豆、杂粮杂豆、特色养殖
等绿色生产基地21个，全县绿色食品认证面积达到
128万亩，“两品一标”认证农产品达到32个。

望奎县建立健全农产品全程质量监管体系，
将全部绿色食品基地纳入质量监测平台，结合产品

数字代码技术，实行产加销全过程可追溯。积
极构建绿色有机功能性物产质量追溯系统，全

县入网追溯企业达到11家，种植业产品、畜
禽产品、水产品质量监测工作，抽检合格率
达到98%以上。

望奎县委书记王顶介绍，望奎县作为
畜牧大县，在种养加循环上，寻找突破口，
取得了初步成效，不断加强黑土地保护力
度，打造绿色农业发展“升级版”。此外，望
奎县在发展绿色农业上，重视绿色农业科
技推广应用，力求建立完整、规范的技术标

准和技术体系，提高技术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绿
色农业发展有标可依、有章可循。发挥绿色食品示
范基地在绿色农业科技推广应用过程中的示范作
用，建立绿色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让黑土地焕发生
机与活力，实现绿色生态发展。

图片由望奎县委宣传部提供

为绿色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兰西镇永久村兰西镇永久村
头道沟屯小菜园头道沟屯小菜园。。

望奎
一“增”一“减”

绿色发展
写
好
写
好
﹃﹃
农农
﹄﹄
字
号
字
号
﹃﹃
绿
色
文
章

绿
色
文
章
﹄﹄

兰西兰西
↓↓ 兰 河 乡 红兰 河 乡 红

旗村水稻小区试旗村水稻小区试
验追返青肥验追返青肥。。

黑龙江北旺食品有限公司黑龙江北旺食品有限公司。。

通过吸污车将自家沉井内通过吸污车将自家沉井内
的生猪尿液排放进黑膜囊内的生猪尿液排放进黑膜囊内。。

培养车间培养车间。。

望奎县村里建的储存畜望奎县村里建的储存畜
禽粪污的干粪池和黑膜囊禽粪污的干粪池和黑膜囊。。

“四个农业”的绥化实践——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绿色农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