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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快讯

本报讯（记者梁金池）近日，五大连池
市开展 2024 年春暖农民工“点对点”返岗
运输专项服务活动，助力本市外出务工农
民工安全有序到岗就业。

14日一早，五大连池市首批“点对点”
运输外出务工农民工 29 人登上大巴车准
时出发。临行前，五大连池市人社局就业
服务中心为每位出行农民工准备了矿泉
水、面包、方便面等食品，并派专人全程随
车，全力提供暖心服务，保障“点对点”精准
送达。

此次活动得到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一致
赞扬，他们纷纷表示：“感谢市政府、市人社
局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岗位，解决了我们
的就业问题，出行也不用我们担心，有专人
带我们直达就业单位，非常安全、方便，我
们一定会好好工作。”

据了解，五大连池市经过与浙江省的
人力资源公司持续沟通，成功搭建劳务对
接平台，方便本市各类失业人员实现就业，
同时多次组织“点对点”运输服务活动。

“春运大巴”
助农民工返岗

本报讯（记者周静）记者日前在黑河市
爱辉区召开的国家和省级农业项目成果统
筹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会议上了解到，黑河
市爱辉区将建立千亩示范基地，集中系统
整合国家和省级农业项目成果，创建适合
我省四、五、六积温带的技术示范模式，为
提升我省种植业总体水平探新路。

据了解，下一步我省将以示范基地为
基础，加强科技攻关。大力实施农业科技
创新工程，发挥中国科学院组织农业重大
科技示范工程经验和在黑土地研究方面积
累的技术与人才优势，持续开展黑土地保
护、生物技术、数字技术、核心种源、智能农
机等科技创新技术协同攻关，加快创新成
果在示范区集成推广应用，补齐短板、锻造
长板，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农业关键技术问
题，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创新
合力。聚焦提升农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充分调动政、产、研、学、用等各方面力量，
以打造千亩示范区为样板，依托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体系，用好各农业科研
院所、涉农院校科技优势，与新型经营主
体、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强化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联合攻关，全面提
升示范区建设质量。爱辉区要对农业项目
成果统筹示范基地创建搞好服务配套，并
以此为机遇，推动本地粮食产能提升要素
集成推广，促进粮食单产大面积提升，做好
示范、当好样板。拓展合作共建。及时总
结提炼示范区推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应用等
经验做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
模式，争取在其他市地典型黑土区广泛应
用、建设示范区，打造一批龙江现代农业科
技创新的核心载体。

黑河建立国家
和省级农业项目
成果统筹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周静

俗语说，“豆
见豆，必定瘦；油
见 油 ，三 年 愁 ”。
如何避免重迎茬
种植，一直困扰着
豆农。

“在进行黑龙
江省大豆生产长
效机制研究时我
发现，随着大豆面
积逐年扩增，我省
北部地区大豆重
迎茬问题愈发突
出 ，长 期 连 作 重
茬，导致土壤养分
偏耗、病原微生物
累积，不利于黑土
耕地保护，影响大
豆的产量与品质，
而且增加了种植
成本。”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科研
处副处长、副研究
员李国泰告诉记
者。

“前不久发布
的《农业农村部关
于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
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有力有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工
作部署的实施意
见》提出，巩固大
豆油料扩种成果，
引导东北地区合
理轮作减少重迎
茬。”黑龙江省农
业科学院副院长、
二级研究员来永
才认为，要真正破
解重迎茬难题，就
要统筹全省资源，
建立一个合理的
轮作体系。“今年
是关键一年，今年
大豆如果合理布

局，将为构建黑龙江省大豆科学合理轮作
体系打下坚实基础，真正使我省大豆的产
能实现持续提升。”

突破“两圃”
发展“三圃”“四圃”轮作

李国泰介绍，年际间采取不同作物轮
换种植是解决田间恶性杂草丛生、防治土
传病害和保持土壤有益微生物多样性的有
效措施。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户分散经营
以来，轮作制度渐渐消失。近几年在轮作
补贴的激励下，轮作制度正逐步恢复。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过去的轮作体
系已然不再适用，需要科技人员从发展绿
色生态农业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区域的生
产经营条件，针对作物、肥料、农药的特征
特点，重新构建新型轮作制度。”李国泰表
示，目前我省主要以玉米、大豆两圃轮作为
主，“三圃”轮作很少。他建议以四大旱地
作物——玉米、大豆、马铃薯和小麦为主
体，研究构建“玉-豆-麦”“玉-豆-薯”三
圃轮作技术体系，为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技术保障。

鲜食玉米、强筋小麦
都是轮作“理想型”

来永才认为，我省北部玉米生产普遍
存在产量不高、竞争优势不强的问题，因
此，他建议鼓励该区域发展高附加值的鲜
食玉米和青贮玉米，调减普通玉米种植比
例，既可提高种植效益，又能满足当地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我省第五、六积温区日照时间长、土
质肥沃，非常适宜优质强筋小麦生产，曾是
我国小麦商品粮重要生产基地，年种植面
积曾经达到 3000 多万亩。”黑龙江省小麦
产业体系首席专家、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
院三级研究员邵立刚介绍，目前我国强筋
小麦市场供给不足，如充分发挥我省生态
优势和集约化生产优势，完全可以生产出
满足部分市场需求的优质麦原粮。例如，
可在第五、六积温区建立 500 万亩~800 万
亩优质强筋小麦原粮生产基地，在我省“黑
土优品”的品牌加持下，或可再打造出一个
与五常大米相媲美的“寒地强筋麦”龙江地
理标志产品。

充分发挥补贴政策
撬动作用

“当前大豆补贴按种植面积发放，产多
产少一样拿补贴。”来永才建议，充分发挥
补贴政策的撬动作用，实行区域差异化补
贴，针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的补贴政策。

“补贴资金向优势产区倾斜，把钱花在刀刃
上！”

“东北春麦区小麦播种面积约为 600
万亩，占全国春小麦种植面积一半左右。
近年来由于我省春小麦种植面积小，无法
享受小麦最低保护价政策，导致麦农种植
积极性不足，建议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将黑
龙江小麦纳入国家收购范畴。”邵立刚建
议。

“目前我省实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
策，单台补贴比例在30%以内，没有体现出
向主要种植作物机械重点倾斜。”黑龙江省
农机产业体系首席专家、省农业机械化技
术推广总站二级研究员陈实建议，“配合国
家在我省实施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研
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设，加大高端智
能农机补贴，实行优机优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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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海兵）近日，省林草局发
布 2024年林业主要有害生物发生趋势预测。
预测显示，2024 年全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
积约为 645 万亩，危害以轻、中度为主，其中
病害和虫害将呈上升趋势，林业鼠害危害程
度局地可能会加重。

其中，杨树病害、杨树食叶害虫 2024 年
整体发生情况平稳；杨树蛀干害虫、松树食叶
害虫、栎类害虫整体有下降趋势；松树病害整
体有上升趋势，发生主要种类为落叶松落叶
病、松针红斑病、松落针病和松树枯梢病等；
松树钻蛀害虫整体有上升趋势，发生主要种
类为果梢斑螟、樟子松梢斑螟、落叶松八齿小
蠹、云杉八齿小蠹、纵坑切梢小蠹、云杉花墨
天牛等；林业鼠害发生面积基本持平，危害程
度局地可能会加重，全省除齐齐哈尔和大庆
市外均有分布，危害以轻、中度为主，在中部
哈尔滨、尚志管局，东部牡丹江、佳木斯、双鸭
山，北部伊春局地有重度危害的可能。

省林草局要求，全省各有林单位要持续
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工作，根据 2024年林
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预测，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开展监测调查工作，及时发布生产性预

报，指导林业生产。中西部哈尔滨、齐齐哈尔
地区要密切关注常发林业有害生物青杨脊虎
天牛、黄褐天幕毛虫的虫情动态。东部鸡西、
牡丹江、佳木斯等地要加强对落叶松落叶病
等松树病害的监测工作，东部佳木斯地区要

做好松树蜂新的危害区域监测工作。各地要
持续做好果梢斑螟、切梢小蠹和八齿小蠹等
松钻蛀害虫监测调查工作，做好云杉花墨天
牛等墨牛属松材线虫病媒介昆虫监测工作，
严防发生大面积危害。

今年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预测发布

冬季落叶松林冬季落叶松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唐海兵唐海兵摄摄

科技成果落地 美食端上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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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蕾 本报记者 梁金池

当科研产品从实验室走上百姓餐桌成为美食，消费者们不
仅真切感受到“好吃、放心”，还体会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魅
力。这些美食有何特殊之处？从田间到舌尖，它们经历了一场
怎样的科技之旅？记者走近进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
省农科院）的产地、实验室和车间，寻找美味的“配方”，探究其
成功的秘密。

刚过去的这个冬天，甜软多
汁、清凉爽口的冻梨随着“尔滨”出
圈：光切片摆盘还不够，冻梨拿铁、
冻梨汁等产品更是解锁了花样吃
法。冻梨带给食客们味蕾的惊喜，
但冻梨“黑化”前的鲜果梨长啥样，
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你想一睹冻梨“黑化”前
的样子，那就请 9 月份再来黑龙江
玩一趟吧！这时的果园早已是“冬
蜜梨”的舞台，阵阵果香扑鼻而来，
寻香往深处走，层层翠绿的枝头被
黄褐色的果子压弯了腰。

“冬蜜、冬蜜，便是冬天的甜
蜜。”被果农称为“冻梨王”的冬蜜
梨，是省农科院园艺分院的专家们
送给水果达人们的礼物。

省农科院园艺分院仁核果中
心主任、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哈尔
滨综合试验站站长王晓祥研究员
介绍，冬蜜梨是其团队自主培育的
暖冻兼用型梨品种，果心小，可食
率高，成熟后做冻梨，果肉细腻多
汁。数据表明，冬蜜梨中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占 14.23%，可溶性糖占
10.28%，可滴定酸占0.31%，同时富
含多种营养元素，这奠定了其酸甜
适度、风味浓郁的品质基础。

有着 36 年果树栽培经验的张
佩远是延寿县长寿山园艺专业合
作社的理事长，同时也是冬蜜梨的

“忠实粉丝”。栽种多年冬蜜梨的
他表示，冬蜜梨抗寒又丰产，优质
果率能达到九成以上，连年经济效
益都很可观。

冬
蜜
梨
被
称
为
﹃
冻
梨
王
﹄

“列巴”是俄语面包的音译，也是
荟萃中外文化的冰城代表美食之
一。它拎在手里沉甸甸，嚼在口中香
喷喷，常被作为特产礼物，可谓“礼重
情义更重”，历经百年仍旧满城飘
香。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越来越关
注，列巴也在科技的加持下开辟出

“全谷物烘焙食品”的新赛道。
无蔗糖列巴低糖高营养，红豆列

巴清甜细腻，黑麦列巴果仁饱满……
这些美味在省农科院食品加工研究
所的“专家面点师”手中焕新升级，于
食客而言，是味蕾和健康的双重守
护。

食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姚鑫淼
介绍，该系列产品以东北特色杂粮为
原料进行精深加工，通过专有改良工
艺突破杂粮烘焙产品口感粗糙、醒发
性差、易老化、保质期短等问题，为人
们提供健康主食替代方案。

“在黑龙江省农业科技创新跨越
工程重点攻关项目——农产品高值
化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的支
持下，‘全谷物列巴’已落地转化。”姚
鑫淼说，院企共建的“黑龙江省全谷
物营养素富集食品产业技术研究院”
将持续开展谷物食品加工新技术研
究、新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实践。

全谷物列巴“健康主食”新演绎

羊大为美，羊肉是东北人菜单上
最受欢迎的肉类之一。在东北能吃到
什么品种的羊？食客们各有“心头
爱”，但少不了的是湖羊。

湖羊肉质细嫩多汁，脂肪分布均
匀，粗蛋白含量较为丰富，人体所必需
的氨基酸种类齐全。其具有性早熟、
四季发情、每胎多羔、泌乳性能好、生
长发育快等优良性状。湖羊世居蒙古
草原，后南迁至太湖平原。十几年前，
这种可以全舍饲养殖的肉羊品种遇到
它们在东北的“伯乐”——省农科院畜
牧研究所的刘玉峰研究员。刘玉峰通
过深入考察后，为湖羊在黑龙江安了

一个“家”。
落户龙江后，湖羊体现出极强的适

应性和繁殖力，养殖主要集中在齐齐哈
尔、大庆、绥化等地区。2022年全省湖
羊存栏21.85万只，其中基础母羊存栏
约15.06万只，湖羊出栏21.16万只，为
东北餐桌增添了一抹“鲜”气。

“南羊北养”的进程中，刘玉峰总
结推广的湖羊北方全舍饲高床养殖模
式发挥了积极作用，TMR 混拌自动
上料、秸秆饲料化利用、羊粪发酵有机
肥……湖羊养殖实现了“生态安全养
殖”，“寒地湖羊”正带动我省多地实现
产业振兴。

湖羊 寒地养殖肉质鲜美

淡青色的豆腐嫩滑可口，黑褐色的
纳豆别具风味，炒三色豆和红糖黑豆满
口香脆……一餐别样的“大豆宴”也许
会刷新你的认知。

“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
在固有印象中，大豆是黄色、滚圆形的
植物种子，但随着近些年的科学研究
和品种选育，一些不同于传统大豆性
状的特用大豆品种走进人们的视野。

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所大豆育
种团队经多年研究，在特用豆品种选
育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先后利用野
生大豆资源创制优异种质，选育高蛋
白、小粒、黑大豆、青大豆等特用大豆
品种14个。

耕作栽培研究所大豆室主任毕影
东介绍，青大豆中富含皂角苷、异黄酮
等抗癌成分，适用于食品加工；黑大豆
中的花青素抗氧化效果好，适用于保
健品加工；小粒大豆是制作纳豆的原
材料，保健功效显著。

“特用大豆食品加工产业市场前
景广阔。”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王伟明的团队已研发出一批
以特用大豆为原料的医药保健食品，
黑豆硒片、复合黑豆胚芽固体饮料等
均收获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这些美食背后，凝聚着无数农业
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反映着更
多农业科研成果的顺利落地，推动着
更多优质农产品走进消费者的视野，
印证着“科技改变生活”。

特用大豆 保健食品市场看好

冻
梨
。

特用大豆品种特用大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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