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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静）8 日，嫩江市举办
2023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暨专业生产型培
训班开班仪式，14 个乡镇负责人、农技推
广员和100名学员代表参加。

“我们举办这次培训，主要是让学员
充分认识农业发展趋势，掌握玉米、水稻、
大豆最新的种植模式，全面提升种植技
术，助力增产增收，同时也推进乡村人才
振兴。”嫩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丁重阳介
绍。

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樊丽娜认
为，学员们在学习种植技术的同时，更要培
养知农爱农情怀，熟悉了解我国农业农村
政策制度法律法规，提高创业创新本领，学
习掌握农业生产专业知识和运用大数据智
慧农业等手段。

嫩江市副市长李景学表示，参加培训
的学员要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极
向周围的人分享学习心得，互通政策信息，
交流创业经验，充分发挥好示范、带动和辐
射作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
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嫩江
技术培训

提升农民本领

□文/摄 本报记者 唐海兵

嫩绿的生菜、红红的柿子、细长的辣椒，
各种蔬菜长势良好，生机旺盛——这是记者
近日在黑龙江省鸿盛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温室
内看到的景象。

黑龙江省鸿盛建筑科学研究院总设计师
林国海教授告诉记者，这些温室与普通温室有
区别，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寒地装配式非
补温日光温室，将低能耗建筑技术和设施农业
结合，以科技助力农业生产，服务乡村振兴。

通俗地说，这些温室会“自发热”，不用任
何取暖设施。

“寒地装配式非补温温室是传统人工补
温温室的技术升级和更新换代。通过我们的
一系列低能耗建筑技术，将白天吸收的光能
有效储存和释放，可以实现大棚不需要额外
加温、供暖，就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温度。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温室里白天可达 27℃ 左
右，夜间也能保持在 18℃至 20℃。”该院院长
翟洪远介绍，这个温室的建造技术是依托装
配式空腔聚苯模块现浇混凝土结构复合墙

体，再配置双层钢拱架双棚面结构、内置保温
被双电机自动升降系统、自然通风系统、种植
土壤地道风补温系统、后墙蓄热系统、自动滴
灌系统、智能监控系统等有机结合而成。

置身温室大棚内，满眼绿色、香气扑鼻，
不仅地面种着柿子、辣椒等蔬菜，墙壁上还

“挂”着一排排生菜、油麦菜等叶菜。
“这得益于我们的后墙蓄热系统。”翟洪远

介绍，将日光的热能通过后墙蓄热系统储存在
种植土槽内，不仅夜间可持续为室内补温，还能
增加近20%的土槽种植面积，实现一举双赢。

遇到雨雪天气，这个温室也自有它的解
决办法，设置在外侧钢拱架下的自动除雪电
机，可以通过强力震动使采光棚膜上的积雪
自动滑落，有效减少因积雪覆盖造成的遮光
现象；下层的保温被上有复合反射膜，可通过
反射作用将积淀在外膜内侧的冰霜迅速融
化，促使温室快速升温。

“我们还带有全天候自动监控系统，通过
物联网自动监控系统的动态跟踪，实现了对
日光温室各项技术参数和指标全天候定向跟
踪监测和实时采集，为科学利用非补温日光

温室从事寒地反季节种植提供技术依据、积
累鲜活的数据和经验。”翟洪远说。

据了解，寒地装配式非补温日光温室自
2017 年研发成功后，5 年时间内，已在穆棱市、
嘉荫县、肇东市等多地投入使用，反馈良好。
这套装配式低能耗建筑技术也在乡村种养产
业中的研究与应用方面荣获黑龙江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

除了寒地果蔬温室，记者还见到了装配
式非补温日光生态猪舍，舍内光线明媚、温度
适宜、空气新鲜，不见一点蚊蝇。

“我们的装配式低能耗建筑技术非常适
用于在严寒地区建造无须供暖的牲畜和家
禽养殖设施。不仅能做到冬暖夏凉，环境适
宜，还能实现生态化饲养。”林国海告诉记
者，在他们研发的生态猪舍内，配备了发酵
床粪污处理技术，可以实现生猪粪便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解决了粪污无序排放，
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将为北方地区农村
中小散户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庭院建造日光
猪舍进行生猪养殖，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一条
崭新的路子。

这样的温室能自发热

乡村快讯

振兴路上

做优土特产 串起富民链
□宋艳辉 本报记者 周静

几场大雪过后，我省各地皆成冰天雪地，而在
很多乡村，室内却是一片火热景象。在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先锋乡，一帘帘黏豆包热气腾腾新鲜出锅；
在克东县克东镇，一袋袋干菜打包完成准备“飞”向
百姓餐桌；在佳木斯市同江市贺子手工编织工作
室，一双双巧手上下翻飞，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加工完成……

深挖“土”资源，释放“特”优势，延伸“产”链条，
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要效益，推动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
变，激活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等多元价值，擦

亮“金字招牌”，描绘乡村产业振兴的美好
图景，鼓起各地农民群众的腰包。

“精选后的大黄米、黑米、大米、玉
米、红小豆、白芸豆，经过浸泡、磨豆、揉
面等十余道工序，每个工序环环相扣，要
求严格……”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先锋乡
集福村党支部书记赵忠国用娴熟的手法
边包豆包边介绍。

入冬以来，集福村黏豆包厂里，豆香
弥漫。大家挑豆子、煮豆子、捣豆馅，和
面、包豆包……热火朝天却也有条不
紊。蒸好的黏豆包外表金黄，口感劲道，
冷却后进行真空塑封，打包后就成了群
众增收的“金元宝”。

“小小黏豆包不仅包裹了家的味道，
更是承载了大家的乡愁。”赵忠国说，现
在人们的口味愈发多元化，“今年我们在
坚持做黄米豆包、白米豆包等‘老味道’
的基础上，又创新开发了黑米豆包和蔬
菜豆包等几种新口味，既照顾了顾客们
的怀旧情绪，又适应了年轻人的新需
求。”

现在，集福村黏豆包厂每天可生产
黏豆包900余斤，每月纯效益可达1万元
以上，带动十余名农户在黏豆包厂就业，
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随着村直播小
站的发展，线上订单越来越多，当天生产
的豆包基本全部售空，七成以上都被发
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先锋乡不断强化村级特色
产业的宣传推广，鼓励企业注册商标，打
造特色品牌，以品牌效应释放发展活力，
切实提升产品知名度。同时，立足全乡
实际，全力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实施“订单+制作+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产销共享模式，在坚守和创新的加持下，
将数百年的“老味道”变成富农增收的新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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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每月能赚 1500元左右，
既能增加收入，还不耽误种地和照顾
孩子。”说这话的赵彦丽是同江人，她
在同江市贺子手工编织工作室学习
了手工编织技艺，编出的东西不但赏
心悦目，还能增加收入。

赵彦丽和许多农村家庭妇女一
样，过去生活基本就是农忙一个月，
剩下的就是家里这些活儿。一次偶
然的机会，她在朋友圈看到了贺子手
工编织工作室的招聘广告。“走出来
才发现天地宽了，我们不仅能种好自
己那一亩三分地，还能创造更多的经
济效益。”

工作室负责人刘东贺介绍：“这

个工作室创办两年来，带动了周围好
多妇女加入。现在团队核心成员有
30 多人，大多数是宝妈。创建这个
工作室主要就是想带动大家掌握一
技之长，在空闲时间做点土特产，增
加一些收入。”

据了解，他们编织的成品主要销
往浙江、安徽、上海等地，每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30万元左右。同江市乡村
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江市不断
鼓励传统手工艺产业发展，支持鼓励
传统技艺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乡村工匠等发展特色手工业，在
保护传承手工技艺的同时带动就业，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巧手编织致富路

还没走进齐齐哈尔市克东县克东镇
致富村食品有限公司干菜加工车间，一阵
豆角香味就扑鼻而来，长长的豆角丝、浑
圆的土豆片……一盘盘切好的蔬菜被工
人推进烘干机器内，经过快速烘干作业，
一袋袋包装精美的干菜制品加工完成。

致富村聚焦基础优势和发展定位，大
力发展当地特色干菜产业，使之逐渐成为
村民致富增收的“金钥匙”。

“我们夏天小园种菜，秋天去工厂里
做干菜，人不闲着，赚钱也多了。”干菜加
工项目的投产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

业岗位，也有效促进了村民发展庭院经济
增加收入。

为了更好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克东
镇致富村和县民政局驻村工作队经过前
期认真的市场考察，结合本村实际，创立
了致富村食品有限公司，建设干菜加工项
目，总投资25万元，建设厂房150平方米，
新上干菜加工生产线。同时，该公司按照

“村集体+企业+农户”的模式发展订单农
业，对农户种植的果蔬实行订单收购，进
一步提高了农户的种植效益，助力乡村振
兴。

干菜飘香出效益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
农产品交易会上，来自我省的450款各类
特色农产品，成为展会上的“明星”：肇东
市王老宝粮食种植合作社经理王晓杰做
客中国农影5G+会客厅，全面介绍了绥化
鲜食玉米的营养价值、品牌荣誉和产品销
售等情况，虎林市森蜜蜂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战立新给大家介绍产品标准跟欧盟
接轨的享誉世界的神顶峰雪蜜，尚志市杨
华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现场煮的菌
汤，黑龙江臻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乃
英烤的肉肠，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
社销售经理陈雨佳焖的石板大米饭……
都让前来参观的人们赞不绝口。

下一步，我省将紧跟会议精神，发展
乡村产业，重点把握好产业选择、产品打
造、效益提升、具体打法、利益联结等关键

环节。做足“土”的文章，围绕原产地、原
生态、原工艺，开发具有地域特色、保留乡
风乡韵、体现当地风情的产品业态。抓细

“特”的定位，着力培育“独一份”“特别特”
“好中优”“错峰头”等地方优势特色产品，
集中资源力量做强。延长“产”的链条，统
筹推进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
用加工。结好“联”的纽带，推动涉农项目
与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挂钩，引导各类经营
主体建立健全联农带农益农机制，让农民
深度嵌入产业链条，更多分享增值收益。
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政
府部门重点建好乡村道路、冷链物流等公
共硬件基础设施，制定完善产业发展规
划、政策、标准等，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消
除经营主体后顾之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做好特产“土”文章

集福村村民在包豆包。包装好的豆包要发往全国各地。

→→满墙的荣誉证满墙的荣誉证
书书。。

□文/摄 刘金婷
本报记者 李天池

近日，牡丹江市阳明
区唐樱园生态采摘农场
的 火 龙 果 迎 来 了 丰 收
季。据了解，唐樱园生态
采摘农场，建设总面积
210 亩、共计 29 栋四季果
棚，主要种植大樱桃、火
龙果、草莓等6个品种，四
季果蔬采摘深受市民和
游客的喜爱。

近年来，阳明区紧紧
围绕乡村振兴，以打造城
市微度假“后花园、百果
园、蔬菜园”为目标，积极
探索“村村皆诗画，处处
是风景”的农文旅融合发
展新路子，全力做优农旅
经济，带动城郊旅游持续
升温。

打造“临江印象·休
闲之旅”路线。相继引进
胜州旅行、纳日素餐饮等
10 余户企业，打造“花拾
光”亲子农场、“慢生活”
轻奢营地等 12 个特色景
点，盘活闲置民居建设小
酒馆、供销社、煎饼铺等 8
个商业业态，吸引万名游
客打卡全省“宜居宜业和
美”精品村、“美丽家园”
示范村——临江村，共度
乡村休闲美好时光。

打造“南城古国·文
化之旅”路线。充分挖掘
南城子村渤海国历史文
化资源，建设渤海国文化
一条街，以及乡村记忆
馆、党建生活馆、廉政教
育馆，同步打造“城市人
家小菜园”、食用菌“研学
小课堂”，这些“自然教
室”“红色堡垒”，让南城
子村年集体经济收入接
近百万元。

打造“北甸桃源·生
态之旅”路线。积极发展

“蟠桃、鲜花、水稻、蛋鸡”
四大特色产业，相继打造“北国春”百亩桃园、

“北国花都”千亩花海、“十里稻香”万亩稻田公
园、腾飞万只蛋鸡养殖基地，有效带动村民增收
50万元以上。

打造“杏树记忆·红色之旅”路线。坚持用
活杏树“子荣精神发源地”红色资源，全面复原
东北抗联时期剿匪小路、部队营地、古榆广场、
演武场等旧址原貌，相继推出“学英雄，唱红歌”
等 4 个主题团建活动、“重走子荣路，再悟英雄
魂”等 6堂特色主题党课，累计吸引约 3万人次
游客参观学习。

下一步，阳明区将持续大力发展“花园、果
园、菜园”三园经济，坚持“2+3”工作思路，即持
续擦亮“北国花都、百果之乡”两块金招牌；打造

“电商赋能、文旅赋能、工业赋能”三个示范样
板，努力争创牡丹江市“打造世界级特色农业新
名片”的城区排头兵。

唐樱园生态采摘农场里长势良好的火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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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生机的温室充满生机的温室
大棚大棚。。

装配式非补温日
光生态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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