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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金池

作为省级优质农
业品牌，“黑土优品”引
领全省品牌农业建设，
优质农产品市场知名
度、影响力和竞争力明
显提升。

“黑土优品”有哪
些使用要求？记者采
访了黑龙江省农业农
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
负责人。

申 报 成 功 后
“黑土优品”有几年
使用有效期？

“黑土优品”农业
品牌标识的使用有效
期三年，到期继续使用
者，须在期满前三个月
按照申请程序重新提
出使用申请，经审核、
公示后可继续使用。

使 用 有 效 期
内，获得授权的农
产品主体名称、商
标是否可以变更？

可以变更。使用
有效期内，获得授权的
农产品主体名称、农产
品名称、农产品商标等发生变化的，应当
凭相关部门出具的变更审批手续，向县
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并逐级
上报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审核、
公示后向社会公告发布。

“黑土优品”使用范围如何界定？

获得授权的农产品可以在展会展
览、宣传推介、基地中使用“黑土优品”农
业品牌标识；可以在授权产品的包装、说
明书、宣传册及其它包装物上使用“黑土
优品”农业品牌标识。不得转让、转租、
转借标识使用权或扩大使用范围。

获得授权的农产品主体应当按照
《“黑土优品”标识设计使用规范手册》的
规定使用文字内容和印刷图案，可根据
需要按比例放大或缩小“黑土优品”农业
品牌标识，但不得改变标识的原有构成
要素、形状和颜色。

“黑土优品”的使用权利和义
务有哪些？

获得授权的农产品在品牌推广、市
场营销、宣传推介等方面享受相关扶持
政策。

在使用义务方面，获得授权的农产
品主体应当诚实、守法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接受相关部
门对授权产品的抽检、对标识使用情况
的监督，自觉维护消费者权益和“黑土优
品”农业品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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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玉玺）近日，省河
湖长制办公室、省水利厅印发《黑龙江
省水库库容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开展明确库
区管控边界、库容曲线复核、库容安全
管理、库区利用监管、整治库容突出问
题五方面工作，切实加强水库库容安
全管理，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

《方案》明确，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要在 2024 年 10 月底前完成全省注
册登记的各类水库划界成果上图工
作。督促指导水库管理单位对大中型
水库和存在严重淤积或侵占问题的小
型水库开展库容曲线复核，在2024年
6月20日前完成库容曲线填报录入工
作，8 月底前完成全省注册登记的各
类水库库容侵占情况摸排工作。9月
底前，各市（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相
关责任部门联合对行政区域内排查清
单和清理整治清单项目开展现场核
查。10月底前，省水利厅对清单项目
开展现场抽查。

《方案》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要通过加强库区巡查检查、库区监
测监控，开展库区临时淹没区实物调
查等方式，加强库容安全管理。要严
格管控库区管理范围内违规行为、审
批库区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限制库
区保护范围内开发利用，加强库区利
用监管。要针对库容突出问题开展整
治，依法依规处置库容侵占问题，科学
合理解决水库淤积问题，落实安全度
汛措施。

佳木斯四丰山水库。
资料片

我省开展水库库容
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本报记者 梁金池

最近这些天，在虎林市虎头镇
虎头村，乌苏里江畔的渔民们争相
讨论着一件喜事儿——渔民段海峰
通过“渔捕担”，在中国银行虎林支
行成功贷款 20 万元，解决了要发展
没有钱的燃眉之急。

什么是“渔捕担”？原来这是由
虎林市乡村振兴局引导、黑龙江省
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虎林分
公司运作、中国银行虎林支行负责
研发并落实，为渔民量身定制的创
新担保贷款产品。黑龙江省农业融
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虎林分公司负
责人介绍，推出这款产品的主要目
的是扶持乡村振兴，助力特色产业
发展。渔民仅需提供捕鱼证即可申
请担保贷款，贷款金额在 10 万元到
30 万元之间。

虎林市渔业资源丰富，有一批以
捕鱼为生的职业渔民，他们大多数
没有土地，银行也没有针对捕鱼业
的贷款。渔民一年的收入全在打渔
的季节，而每年开江前也是渔民最
难的时候。

“现在渔民要严格遵守打渔期和
禁渔期，一年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
时间禁渔，总体算下来，每年打渔的
时间只有 120 天。”已经当了 13 年渔
民的段海峰坦言，近年来，打渔的要
求 越 来 越 严 格 ，捕 鱼 成 本 也 在 上
涨。“以前在打渔区域捕捞，还可以
夜捕，现在打渔有明确的时间，早上
4 点出船，到晚上 8 点要回船，渔民不
能再打夜班。打渔用的船也有讲
究，不能用汽油船，也不能用大马力
船。”

段海峰对记者说：“今年想趁着
春捕前买一些材料，自己制作渔网，

这样可以省个万八千块钱，还想给
船换个新的发动机，提前置办些渔
具，但资金问题很是头疼。”就在他

一筹莫展的时候，虎林市乡村振兴
局帮了他大忙。“他们协调虎林农担
公司办理了 20 万元担保贷款，一个

月利息只有 3.75 厘，我真没想到有一
天我们渔民拿着政府发的渔民证就
能贷款了，而且利率还很低。”

“其实，这个产品的最后落地离
不开虎林援边工作队的付出。”原
来，当时该工作队挂职虎林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乡村振兴项目的援边干
部在工作中发现了渔民的困难并及
时上报，组织大家深入基层调研，走
访渔民了解实情。经过多次协商、
沟通，按照“政府背书+国企担保”原
则推进了该项目的诞生。

“有了‘渔捕担’，再也不愁钱。”
渔民们都非常高兴，寒冬里纷纷开
始为春捕精心做准备，“有了钱才能
扩大生产，才能谋划更好更长远的
发展。”

工作人员上门为渔民办理贷款
服务。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拿着渔民证 就能办贷款

本报讯（记者周静）寒地小龙虾
如何高质量发展？河蟹怎么做生态
养殖？盐碱水渔业怎样开发利用？
日前，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来
自大庆市及所属县的 70 余名基层农
技推广人员、渔业合作社、养殖大户
及渔民听了一堂非常及时又“解渴”
的课。

为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农业农村
厅农业科技培训“百日行动”工作方
案》有关工作部署，加快壮大与产业
需求相适应、与渔业发展相协调的高
素质渔民队伍，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依托黑龙江省淡水鱼产业技术协同
创新推广体系，举办了农业科技“百
日行动”淡水鱼协同创新推广体系走
基层示范性培训班，来自东北农业大
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
研究所以及黑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的专家进行现场授课。

培训课上，淡水鱼协同创新推
广体系首席专家张旭彬讲授了推广
创新技术支撑寒地小龙虾高质量发
展；大水面生态渔业专家霍堂斌讲
授了大水面生态渔业共性关键技
术与模式；稻渔综合种养专家孔令
杰讲授了河蟹生态养殖技术；盐碱
水渔业综合利用专家徐伟讲授了
盐碱水渔业开发利用与养殖技术、
东北盐碱水特色养殖技术与模式
构建；土著鱼类繁育及保护专家杨
雨虹讲授了北方地区乌苏里拟鲿
养殖生产面临的问题及关键技术；
虾蟹繁育及养殖专家董宏伟讲授
寒地小龙虾养殖技术等内容，并就
学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给予了耐
心细致的解答。

渔业发展遇难题
水产专家来帮助

振兴路上

作为助力农民致富、拉动县域经
济、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寒地龙药寒地龙药
如何做优做精如何做优做精？？

□本报记者 唐海兵

鸡西刺五加、穆棱沙棘、
桦南紫苏、林口黄芪、伊春平
贝、大兴安岭赤芍……在刚刚
闭幕的全省两会上，“寒地龙
药”成为诸多代表委员热议的
话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精
做优食用菌、冷水鱼、中药材
等特色产业。

据了解，我省中药材产业
近年来发展迅猛，亮点纷呈：
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产值、
效益四项指标增速连续多年
保持全国领先；主要品种市场
占有率全国第一，其中刺五加
占80%以上、人参占70%以上、
板蓝根占60%以上、平贝占50%
以上、紫苏占40%以上；新建种
业基地数量全国第一、建设相
关示范县数量全国第一……
尤其是我省确立加快打造全
省中医药千亿元产业目标后，
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政策和扶
持举措，立足“三全三链”发展
思路，通过壮基地、兴加工、活
流通、育品牌举措，实现了中
药材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历史性跨越。“寒地龙药”已
成为助力农民致富、拉动县域
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成为继“中华大粮仓”之后
的又一靓丽名片。

如何持续发挥“寒地龙
药”资源禀赋，推进黑龙江省
中药材产业增速提档？就此，
我们以刺五加、沙棘等“寒地
龙药”代表性品种为例，邀请
代表委员们各抒己见，共话

“寒地龙药”发展大计。

“宁得五加一把，不要金玉满车”，刺五加作
为“寒地龙药”之首，是我省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优
势品种之一。近年来，我省刺五加产业乘势而
上，全省刺五加种植面积由20万亩发展到152万
亩。刺五加精深加工也纷纷提质、增效、扩产。
目前，全省刺五加种植面积、蕴藏量、新品研发等
13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位。

鸡西市拥有野生刺五加190万亩，资源蕴藏
量位居全省第一。拥有珍宝岛、乌苏里江、全乐
等多家知名制药企业，推出的刺五加浸膏、刺五
加颗粒、刺五加茶等系列产品占领全国大半市场
份额，刺五加产业发展区域化和专业化特征日益
彰显。

“近年来，鸡西市按照省委省政府聚焦生物
医药重点领域的要求，依托域内丰富资源，将刺
五加作为‘寒地龙药’的旗舰品种，全力打造鸡西

‘刺五加之城’。”省人大代表、鸡西市市长孙成坤

说。
如何打造鸡西“刺五加之城”？孙成坤表示，

鸡西将做到三个“聚力”。
首先，聚力推进绿色种植。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积极推广仿野生栽培技术，人工种植面积总量
达到10万亩以上，取得“鸡西刺五加”地域冠名，
并纳入“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保护体系。其次，
聚力推进产业集聚。围绕打造百亿级生物医药
制造基地，依托域内的多家制药企业，做优做强刺
五加注射液、刺五加浸膏、“益脑宁片”等系列产
品，推动刺五加全产业链发展。同时，聚力推进科
技创新。发挥省级刺五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作用，通过举办“中俄睡眠医学高峰论坛暨‘一
带一路’刺五加产业发展大会”等活动契机，汇聚
中外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之“花”，结出
产业发展之“果”。持续叫响“鸡西刺五加”品牌，
助力擦亮龙江“寒地龙药”金字招牌。

鸡西 聚力推进刺五加产业技术创新

皑皑瑞雪满山谷，沙棘遍地喜丰收。当前，
正值沙棘收获时节，在牡丹江市穆棱市，各大沙
棘种植基地内皆是一片忙碌景象。

“穆棱市自1980年开始人工种植沙棘，历史
悠久。目前，全市沙棘种植面积近 8 万亩，形成
了 5 条独具特色的沙棘谷，年产沙棘果 2 万余
吨。”省人大代表、穆棱市市长张海峰表示，近年
来，穆棱市高度重视“寒地龙药”产业发展，将沙
棘产业作为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化强市的主攻方
向，推动沙棘产业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
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方向发展，争当全省沙棘
全产业链领跑者。

如何深挖穆棱沙棘潜力？张海峰表示，一是
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共同推进沙
棘标准化基地建设、共享产业信息、解决产业难
题，推动“寒地龙药”产业发展。二是稳定种植规
模，充分发挥林地、林辅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沙
棘种植，鼓励和引导沙棘企业（合作社）建设标准
化沙棘基地。三是强化龙头带动，坚持把引建龙

头企业作为带动沙棘产业发展的动力和引擎，通
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龙头企业，延长沙棘
精深加工链条，逐步提高市场竞争力。

据了解，穆棱市先后在穆棱市开发区、河西
镇建成投产黑龙江中穆沙棘产业公司、黑龙江良
旭沙棘研发管理有限公司 2 家沙棘深加工企
业。其中，中穆沙棘年收储加工沙棘果原料
5000 余吨，良旭沙棘年收储销售沙棘果 7000 余
吨，推出的沙棘果汁、沙棘原浆、沙棘冻干粉等一
系列产品均获市场好评。

“还要加大科技支撑，积极协调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聘请沙棘技术顾问
指导全市沙棘产业发展，邀请省农科院沙棘专
家进行专题讲座，进一步提高沙棘单产水平和
产品品质。”张海峰表示，穆棱市将充分发挥

“寒地龙药”领军品种——沙棘的资源禀赋和
比较优势，全力推动沙棘全产业链发展，打造
东北三省最大的沙棘产品原料供应基地和生
产加工基地。

穆棱 深挖沙棘全产业链潜力

除刺五加、沙棘、紫苏、人参、板蓝根、平贝等
耳熟能详的中药材外，黑龙江省野生中药材有
1500余种，蕴藏量达135万吨。全省地产药材具
有道地性强、品质好、药效高等特点。寒地黑土
孕育天然瑰宝，遍地“龙药”造就国民健康绿色药
房。

“中药材种质资源是中药材生产的源头，是
药材质量安全、稳定、有效的前提，更是中药材产
业发展的最前端基础。”省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草业研究所（省农科院对俄农业技术合
作中心）研究室副主任的赵海滨向记者介绍，他
在调研中发现，黑龙江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虽然
丰富，但缺少专业的中药材种质资源保存库，存
在中药材创新利用研究水平低、缺少专业的道地
中药材种质创新研究团队等问题。

赵海滨建议，以国家寒带作物和大豆种质资
源中期库为基础，完成“寒地龙药”种质基因库建
设，系统构建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体

系。推进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标准化建设，对收
集到的中药材种质资源进行性状指标等数据采
集工作，建设药材种质资源数据库和信息数据平
台。

“我们还应培养出一批勇于进取，高水平、高
素质的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和创新利用的优秀
科研人才，这样才能实现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蒸
蒸日上、长盛不衰。”赵海滨说。

省政协委员、佳木斯市侨联副主席张巍提案
建议培育龙药精品。推进“寒地龙药”品牌建设，
支持中药材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认证，叫响“刺五加之乡”“板蓝根之乡”“平贝
之乡”“五味子之乡”。充分利用户外、各类媒体
等广告模式，加强寒地龙药品牌推介。借助第四
届中医药博览会、中药材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第
二届桦南紫苏节、铁力平贝高峰论坛和宁古塔药
香节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寒地龙药”美誉度和影
响力。

专家 加强科技支撑和品牌建设

乡村快讯

刺五加刺五加。。省林科院提供省林科院提供

沙棘沙棘。。资料片资料片

人参基地。资料片

乡村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