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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孵 化 全 程 自 动 化 ，温 度 始
终 控 制 在 37.8℃ ……4 月 中 旬
前，第一批鹅雏就能送到养殖户
手 里 ……”3 月 17 日 一 大 早 ，在
绥棱县上集镇天放村呆头鹅养殖
专业合作社现代化育雏车间，首批
15 万枚寒地白鹅种蛋全部进入孵
化箱，技术员谷远洋一边查看监测
仪器的温度变化，一边介绍。

“这个车间占地 1200 平方米，
有数字化孵化设备50台（套），年孵
化能力可达120万枚。”理事长王艳
秋介绍。

由天放村党总支书记王艳秋
领办的呆头鹅养殖专业合作社始
建于2016年。多年来，合作社致力
打造集孵化、育雏、养殖、销售等为
一体的鹅产业。依托合作社，全村
大力发展“立体生态养鹅+庭院养
鹅”模式，引导村民共同发展鹅经
济。“我一年在这儿打 7 个月工，能
赚个 4 万来块钱，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村民袁伟权说。

“我去年养了5万多只鹅，纯收
入100多万元，今年初步打算养6万
只左右。”姜庆伟是村里发展肉鹅
养殖产业的受益者，刚出正月，他
就早早地到孵化场预定了鹅雏。

合作社还先后派技术人员赴
省农科院、东北农业大学等地参观
学习，掌握适宜东北地区养殖的优
良品种、精准的分段饲养流程、疫
病综合防治、玉米地养鹅技术、产
品订单销售等一整套现代化养鹅新

模式。2023年3月，由呆头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牵头，
吸纳绥棱县25家大鹅养殖合作社、养殖大户成立了
绥棱县大鹅养殖协会。呆头鹅养殖专业合作社也
成为黑龙江省畜牧业协会鹅业分会副会长级单位，
在辽宁鞍山、丹东建立了自己的种鹅基地，实现了
孵化鹅雏、技术指导、防疫和销售各个环节统一的
运行模式。

“月底前，还将签订一笔总价值 5000万元的 45
万只成品鹅销售合同。我们将通过协会这个平台
为大鹅养殖户提供选址、鹅雏培育、病害防治、销售
指导等服务，争取带领更多的养殖户增收致富。”谈
起未来鹅产业的发展，王艳秋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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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于贺 记者董新英）近年来，安达市围绕组织建设、经
济发展、乡村治理等群众关心关切问题，积极发挥农村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该市严抓村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三会一课”、民主评
议党员等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党员综合活动室建设，发挥村级活动
场所办公议事、党员活动等综合功能，高标准打造 10个村级示范
点，其中，建成省级基层党建示范村 3个，形成具有安达特色的党
建示范带，建强乡村堡垒。巩固拓展“清化收”和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成果，严格发包程序，统一竞拍收费，实现村集体经济规范化管
理。健全村“三资”管理台账，盘活闲置集体资产，通过出售、租赁
等方式，进一步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增加资产性收入，壮大集
体经济。建立党员联户机制，采取每名党员联系10至20户群众方
式，创建农村党员责任区，落实“八个一”工作职责，做到服务群众
精准化、精细化，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开展各类志愿活
动，帮助群众协调解决生产生活难题 3200多个，进一步织密织牢
红色网格，建设和谐乡村。

安达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本报讯（富士权 记者董新英）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望奎县隆
泰牧业凭借多年养殖经验，抢抓市场机遇，积极转变养殖观念，去
年引进发酵床超强功能菌生态养猪技术，探索出一条高效环保的
黑猪养殖新路径。

日前，记者来到望奎县隆泰牧业黑猪养殖基地，只见圈舍内干
净卫生，400多头小黑猪正在生物发酵床上拱食玩耍，憨态可掬。

正在圈舍工作的牧业饲养员张宝臣告诉记者：“这种养猪方式
较以往便捷了很多，我到这来就是添添水、喂喂料，特别省事。”据
了解，养殖基地通过发酵床超强功能菌生态养猪技术对生猪的排
泄物进行原位分解发酵，臭味被分解，排泄物不会造成生态污染，
通过发酵制成优质的生物活性有机肥，既节省人工成本，还可以实
现区域化生态种养循环发展。这种方式养殖的黑猪抗病性强，肉
质鲜嫩多汁滋味鲜美，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目前黑猪销售市
场前景广阔。

“我们将采取‘基地+推广’模式，不断扩大养殖规模。预计今
年五月份扩量至 1500头，通过打造品牌模式创造效益，带动更多
的养殖户增收致富。”隆泰牧业总经理李晨曦说。

望奎
生态养殖黑猪规模化

□文/摄 李博涛 本报记者 董新英

眼下，在绥化市北林区，各企业开足马力
忙生产、赶订单、拓销路，奋力夺取 2024年首
季开门红，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日前，记者走进北林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东富园区，在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机器正在快速运转，工人们忙碌有
序，一批批产成品正在打包，准备发货。

“我们的订单目前已经接到今年 7 月份
了，现在每个月能生产140吨产品。”达昌亚麻
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崔逢棠说。

1月份以来，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全力
以赴赶订单，崔逢棠告诉记者，一季度预计完
成 300多吨，预计年完成订单 1800吨，产品年
产值约1.4亿元。

在北林高新区黑龙江润泰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的 2 万锭亚麻汉麻湿纺纱数字化（智能
化）生产项目二期扩建现场，塔吊林立，改扩
建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据介绍，二期项
目总投资 8000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6000 万
元，预计在2027年6月末前第二个1万锭生产
线建成投产。两期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
可生产亚麻纱36000吨，实现产值2.5亿元，利
润 2000 万元，税金 1000 万元，安置就业 560
人。

同样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也出现在黑龙
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龙王食品”）的生产车间，各种设备在工人的
操作下忙碌运转，各条生产线正在紧张有序
地加工生产，机械手将一箱箱优质豆浆粉精
准抓取，自动化码垛，等待发往全国各地。

“目前工人已经全部到岗，公司的12条生
产线也已全部复产，大家铆足干劲，全力赶制
订单，我们正月初九就正式发货了。”龙王食
品人力资源部部长邢春杰说。

据介绍，龙王食品始建于 1998年，拥有 3
家专业级乳制品及大豆制品加工厂，是国内
知名大包装原料粉供应商，公司综合实力在
国内同行业位居前列。“龙王”系列产品现已
遍布国内十几个省市并出口中非、东南亚、南
美，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每天都有新的订单，从正月初八复工到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达 5万多箱，目前每天能
生产 100 吨产品。”邢春杰说，“2024 年 1 月份
的产值达到了 4000 万。我们开足马力，充满
信心，全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忙而有序的生产场景，正是眼下北林区广大企业稳生产、
促发展的生动写照。连日来，北林区各企业铆足干劲抢进度、
赶订单，用饱满的热情奋进在春天里。在企业复工复产的同
时，北林区有关部门积极督促各企业做好设备检查维修、工人
岗前培训等工作，确保生产安全，助力企业尽快进入复工复产

“加速道”，助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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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乍暖还寒，但在兰西县的果蔬棚室里，早已春色
满溢，绿意盎然。

“我种了好几种樱桃，一共是 1300 多棵樱桃树，第一
批到 4月初就差不多成熟啦！”兰西县红光镇刘家大院采
摘园负责人刘国权一边忙活着为樱桃树疏花一边说，“等
到‘五一’，咱这小白瓜、西红柿、草莓都下来了，我打算也
搞些活动，摘樱桃送草莓或者西红柿，争取让来玩的游客
们都乐呵呵地满载而归。”

在该县康荣乡天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温室里，工
人们正在为茄子、黄瓜、西红柿等果蔬装箱，他们告诉记
者：“这些蔬菜装好后，有的空运到外省，其余的被慕名而
来的游客购买，销量一直很不错。”

家住康荣乡荣兴村的仲文艳在这里工作有几个年头
了，她满意地说：“这离家近，活儿也轻巧，我们几个都在
这干挺长时间了，不少挣。”

“土地不负勤劳人”，兰西县的棚室经济在农业科技
支撑下，不仅让种植户致富，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描
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早春“丰”景。

棚室迎来早春 景景

通过科学设置人工鸟巢，
千鹤岛旅游风景区为珍稀、濒
危鸟类提供栖息、繁殖、躲避天
敌的场所，提高其繁殖成功率、
幼鸟成活率，既保护了当地良
好的生态环境，也改善了野外
鸟类繁衍生息的环境，使旅游
景区的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更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聚集在此，开启“摄鸟”模式。

近日，一群又一群“报春”
的太平鸟在千鹤岛旅游风景区
爬升、俯冲，并不时在空中盘
旋，形成“鸟浪”，惹得周边居民
纷纷拍照、发朋友圈，呼朋唤友
来观鸟。几位心急的摄影爱好
者还在湿地边缘架起“长枪短
炮”，不时按动快门，捕捉鸟儿
舞动的精彩瞬间。据了解，为
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让鸟类
在此栖息、繁衍，景区的工作人
员在加大野外日常巡护力度的

同时，积极开展保护鸟类活动，
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绿色答
卷”。景区先后获批黑龙江省
级湿地和省级水利风景区，并
成为省林业厅鸟类研究基地、
省摄影家协会摄影基地。如
今，千鹤岛旅游风景区依托扎
实的基础工作、有效的推广手
段，开发出湿地观鸟、特色民
宿、民俗体验、田园旅拍等旅游
产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带动村民有
序参与旅游业致富。

肇东市立足悠久历史和丰
富的文旅资源，以打造省会哈
尔滨后花园、周末假日休闲地
为目标定位，截至2023年底，已
累计投入 18.84亿元，培育 4A
级景区1家、3A级景区3家，另
有3家3A级景区正在申报中，
使农文旅成为重要的富民产业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风景区人鸟和谐共处

□文/摄 霍永祥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再往高点，这个位置最佳……”日前，在肇
东市千鹤岛旅游风景区的生态湿地内，随着最
后一个人工鸟巢成功起吊，景区为东方白鹳精
心打造的30个人工鸟巢全部安装到位。近年
来，千鹤岛旅游风景区坚持在保护中求发展，通
过积极开展科普讲座、珍稀鸟类摄影展等生物
多样性保护活动，让“爱鸟”成为社会新风尚，营
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生态环境。

位于肇东市黎明镇的千鹤岛
旅游风景区总面积 1.45 万亩，风景
区湿地内河道纵横，湖泊沼泽星罗
棋布，集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
体，是候鸟重要的迁徙停歇地和繁
殖地。随着近年千鹤岛湿地环境
越来越好，丰富的鱼虾资源让这里
成为迁徙鸟类的“加油站”。每年 3
月中下旬开始，大批珍稀候鸟陆续
抵达千鹤岛旅游风景区，在这里栖
息、补给、繁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丹顶鹤、白鹤、白枕鹤、东
方白鹳，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琵鹭、
小天鹅、灰鹤以及10多种雁鸭类共
30 余种候鸟。到 4 月中下旬，将迎
来春季候鸟迁徙的高峰期，届时，成
千上万的鸟类栖息于此，让湿地焕
发出勃勃生机。

近年来，肇东市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在生态治理上做“减法”，在生态修
复上做“加法”。通过健全完善“林
长+河湖长+田长”联动机制，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
复，加强黑土耕地保护，加大水土流
失治理力度，常态化开展监督巡查，
依法从严打击毁林开垦、盗采黑土、
乱占耕地等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同时，围绕肇兰新河水环境
综合治理，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坚决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并坚
持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推进绿色工
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创建，筑牢
绿色发展新屏障。

“湿地生态环境好不好，这些候
鸟说了算。”千鹤岛旅游风景区运营经
理孙志勇说。据了解，被称为“鸟界
国宝”的东方白鹳喜欢在沼泽、湿地、
塘边涉水觅食，性情宁静而机警，主
要栖息于开阔而偏僻的平原、草地和
沼泽地带，对生活自然环境要求比较
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到
千鹤岛旅游风景区“安营扎寨”，从一
个侧面说明了千鹤岛湿地生态环境
的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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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的东方白鹳
在这里筑巢安家，我们加班加
点建设人工鸟巢，现在已经全
部搭建完成，一定会吸引更多
的东方白鹳在这里筑巢，也非
常欢迎各地游客前来观赏！”孙
志勇介绍，“景区结合湿地沟壑、
水源等自然条件，建造了一批
悬挂于5至10米高杆上的框架
结构的人工鸟巢‘毛坯房’，既坚
固安全，又符合东方白鹳的生
长习性。希望东方白鹳们能够
选择这些‘毛坯房’，并且自己

‘精装修’后安居下来。”
走进千鹤岛旅游风景区

湿地，远远看到湿地内的冰面

上，“栽种”了一个个精致的人
工鸟巢，有椭圆形的，有的像
粮仓，还有的像房屋，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我们
前期踏冰实地调研，对旅游
景区的鸟类进行跟踪研判，
根据鸟群的数量、体重、大
小，为中小型鸟类设计安装
了 60个人工鸟巢、巢筐，为候
鸟搭建起‘水上是巢穴，水下
是餐桌’的居住环境。”孙志
勇说，“人工鸟巢和巢筐以稻
草编织为主，在巢的出口放
置一些树枝、杂草等装饰物，
模拟自然界鸟巢，吸引鸟儿

‘入住’，仿真效果非常好。”

仿真巢助候鸟“安居”

①棚室内的茄子。 ②逐渐成熟的樱桃。
③已经结果的樱桃树。 ④顶花带刺的小黄瓜。

张静怡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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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符合东方白鹳习性的人工鸟巢。

亚麻生产车间亚麻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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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千鹤岛肇东千鹤岛
涵养生态涵养生态 筑巢待鸟筑巢待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