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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淑芬 本报记者 潘宏宇

“头茬韭菜最鲜美！”每到春季能抢
鲜吃上一口头茬韭菜是一件让人期待的
事儿。眼下，宝清县宝清镇庄园村的头
茬韭菜已开始收割，种植户们正忙着抢
抓有利时机将头茬韭菜送上餐桌。

走进庄园村的韭菜大棚，“韭”香四
溢，一垄垄韭菜翠绿欲滴、根壮叶肥。种
植户张宝涛正忙着收割，手起“铲”落间，
韭菜被收割整齐，扎成均匀小捆，摆放在
旁等待售卖。

“我家今年种了三栋大棚的韭菜，
总面积约 1100 平方米，一共能收一万斤
左右。”张宝涛边忙活边说，他们现在正
在加紧采收第一茬，抢先上市能卖个好
价钱。

赵春辉也在自家的韭菜地里忙活
着。“我从父亲那里接过种韭菜的活已有
30年了，我家韭菜最大的特点是翠绿、没
有黄尖，鲜嫩可口！”赵春辉说，他家的韭

菜已经被蔬菜批发商场“包圆了”。
庄园村共有韭菜种植户 38 家，大棚

韭菜种植面积约2.9万平方米，主要在宝
清本地及七台河、佳木斯、牡丹江等地售
卖，优良的品质让庄园村韭菜得到了市
场的广泛认可。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优，在
宝清县像庄园村这样的蔬菜种植村有几
十个，如今已形成了规模化种植、品牌化
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宝清县瞄准蔬菜种植周期
短、销售路子宽、收入效益好的特点，积
极推行标准化大棚蔬菜种植，将蔬菜产
业作为加快乡村振兴、促进村民增收致
富的有力抓手，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形成合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村
民就业增收，让“小蔬菜”成了全县富民
增收的“大产业”。

宝清县宝清镇庄园村的头茬韭菜已
开始收割，这是长势喜人的翠绿韭菜。

本报记者 潘宏宇摄

宝清：头茬韭菜上市啦

本报24日讯（记者杨镭）24
日，2023-2024赛季全国冰壶锦标
赛在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冰
上训练中心冰壶馆拉开战幕。

据了解，本次全国冰壶锦标赛
将进行到 4 月 7 日，共有来自全国
的28支代表队、357名运动员和教
练员参加比赛，其中我省有8支代
表队参赛。比赛共设男子、女子、

混双三个项目，采取小组赛和淘汰
赛赛制，其中率先开始的混双比赛
共有 26 支队伍参加，3 月 30 日进
行决赛；男子和女子比赛将分别于
3月28日和3月30日展开角逐。

2023-2024 赛季全国冰壶锦
标赛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冰
壶馆开赛，图片均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杨镭摄

（上接第一版）建设和美乡村也
是新乡村今年要干的大事。“今春，我
们要加力环境建设，提档升级，让村
子更美更靓。”王国良信心满满。

榆树镇望哈村也在谋划今春发
展再上新台阶。该村的嘉顺合粮食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连仲正忙
着抓紧办理冷库建设手续，“今年我
们合作社准备建设一座占地1.2万平
方米的冷库，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深加
工能力。”该合作社鲜食玉米产业发
展进入快车道。按欧盟认证等标准，
去年合作社种植了4000亩黏玉米，通
过现代化加工设备，采用“1 小时锁
鲜”技术和进口保鲜包装材料确保黏
玉米口感和鲜度，产品在网上热销，

目前一天销售量达3万穗。“产品销售
好，价格也不错，今年我准备再增加
托管土地 2000 亩，种植黏玉米等作
物，开展玉米深加工、酸菜加工等项
目。”张连仲说。该合作社每年吸纳
当地百余农户务工，人均收入4万元。

“镇里大田面积4万多亩，以种植
玉米为主，各村种粮大户正在积极谋
划今春扩大土地托管面积，推进规模
化种植。”榆树镇副镇长王新伟介绍。
今年，榆树镇将积极发展特色种植，提
高农户收益，同时依托西郊山林、红星
水库、草莓等鲜果采摘、民宿等资源大
力发展四季旅游，提振乡村经济。

美好愿景一笔笔绘就，“春天的
故事”将开启新的篇章。

和暖初春谋划和美乡村

本报讯（记者付宇）近日，韩国风
险投资 KVIC 和韩国投资伙伴 KIP
（中国）访问我省。同期，韩国驻沈阳
总领事馆携 5 家韩国科创企业和投
资公司一行来到哈尔滨。

韩国风险投资 KVIC 和韩国投
资伙伴 KIP（中国）在访问期间，与
省商务厅、黑龙江新产业投资集团、
哈尔滨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
尔滨自贸区、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政府部门、开发区及机构进行洽
谈。韩国投资机构与我省及哈尔滨
有关机构就建立中韩基金合作模式
进行探讨，希望通过建立中韩基金，
为促进黑龙江引进韩国优秀企业打
下资本基础。

据悉，韩国风险投资是韩国中小
企业部直属国家母基金，主要业务为
管理韩国国家引导基金及机构母基
金，目前管理的韩国国家引导基金总
规模达110亿美元，共投资1200个以
上的子基金，子基金总规模310亿美
元，通过子基金已投企业达 9800 个
以上。韩投伙伴是亚洲领先的风险
投资机构，当前在管基金总数50只，
在管基金总额已近 240 亿元人民
币。主要投资的产业方向为互联网、
半导体等零件装备、生物医药/大健
康、高精技术及制造等，拥有丰富的
投资经验。韩投伙伴（中国）成立于
2008 年，投资过滴滴、韩都衣舍、微
盟等多家企业。

多家韩国企业来我省寻找商机

□杨昕宇 本报记者 潘宏宇

近日，在集贤县升昌镇永胜村永胜
农机合作社里，停放着大大小小的各类
农机。金属工具轻微碰撞声不断传来，
技术人员娴熟地为“冬眠”数月的农机
进行维修保养。他们认真检查农机的
潜在隐患，更换破损零部件，清洗发动
机，确保农机在接下来的春耕工作中能
正常使用。

“马上就要开始春耕了，镇里的技术
人员不仅帮我们检修农机，还教会我们
很多农机维修保养和安全驾驶知识。让
我更有信心顺利完成春耕春播。”刚刚
在现代化大农机前接受了农机检修和安
全驾驶培训的村民李冬林说。

农机检修是春耕春播工作顺利进行

的重要保障。为服务好春耕生产，升昌
镇农机管理部门积极组织农机技术人员
深入一线，指导农机合作社和农机户检
修保养农机、安全操作等实用技术，开展
安全检验，确保农业机械以良好的运行
状态投入春耕生产中。

“我们合作社现有大马力拖拉机、联
合整地机、播种机、打药机等各类大型农
机 130 台套，在镇里的支持下，目前已完
成检修120余台套，计划3月28日前全部
检修完毕，确保春耕如期开始。”永胜农
机合作社理事长刘明坤介绍。

春耕备耕，农机先行。集贤县升昌
镇抢先抓早，忙着进行各类农机调试检
修，开展农机技术培训，推广新装备、新
技术、新应用，打好春耕备耕“主动仗”，
助力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近几年来，我们全力提升农业生产
机械化水平，全镇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 90%以上，农机在全镇春耕生产中
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升昌镇党委书记李
东介绍，今年全镇计划投入750台（套）农
机装备用于春耕生产。截至 3 月 20 日，
全镇已完成农机具检修680台（套），培训
农机手、修理工等农机管理及技术人员
276人次。

除传统农业机械外，今年升昌镇将
在春耕中更多应用植保无人机、无人驾
驶拖拉机等自动化程度高、精准作业能
力强的智能农机装备，让农业生产从“汗
水驱动”向“智慧驱动”转变。

“自动导航和自动作业系统的大马
力拖拉机，装配新式高性能播种机，是我
们做好春耕的底气。”升昌镇太昌村顺益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忠说，“这种播
种方式可按照预先设定的线路进行耕
整、施肥、播种和镇压，不仅实现了全程
机械化，还提高了作业精度和效率。”

“以前种地凭感觉，播种常出现行不
直、深浅不一、重播、漏播现象。现在只需
按照不同地块的播种要求设置好数值，带
有北斗导航功能的智慧农机就能在导航
系统的引导下实现直线播种，行距、株距
和深浅都能保持一致。”李东介绍。

以“智慧农机”为代表，集贤县近年
来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
化，不断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
的应用。“面朝黑土背朝天”的传统种地
方式变成了现在的“千亩农田掌上耕”现
代化农业生产方式。

技术人员为“冬眠”数月的农机进行维修。 董欢欢摄

农机检修 整装待发

□张自峰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早上 7 点多，我们就来到车间给种
子包衣了，包完衣的种子直接装到浸种
箱，在这催芽比自己在家催芽好，芽齐芽
壮，还省时省力。”随着春分节气的到来，
水稻生产进入浸种催芽阶段，在庆安县
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内，农
户们驾驶农用车将自家的水稻种子运送

到这里进行包衣、称重、装箱，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对农户的种子进行
抽样检验，做好封存和记录。

“我们基地 3 月 11 日启动了水稻种
子包衣工作，预计近日基本完成包衣工
作，同时按照农户需求开展浸种催芽工
作，31 日左右首批芽种出箱。”基地技术
负责人寇红专介绍，今年农户包衣的种
子大多选用了本土培育的庆源系列、龙

庆稻系列等优质水稻品种，长出来的水
稻秧根粗、苗壮、抗倒伏，亩产能达到
1200斤左右。

作为国家级制种大县，庆安县2023年
水稻种子繁育面积13.5万亩，自主培育品
种56个，水稻种子产量6000万公斤左右。
今年，庆安县重点推广种植自主培育的优
质高产品种16个，仅在当地种植面积将达
到 80万亩左右，实现了农业“芯片”本土

化，从源头上保证水稻的品质，保障了粮食
安全，也为庆安大米品牌建设奠定了基础。

作为优质稻米主产区，庆安县在今
年的备春耕生产中坚持早谋划、早部署、
早推进，适时启动清雪扣棚、农机检修、
农资下摆、浸种催芽等生产环节。目前，
该县备春耕生产已经全面启动，预计到4
月份水稻生产进入播种、苗床管理阶段，
5月初进行插秧工作。

庆安：浸种催芽保春耕

□高伟 本报记者 董新英

“我家有 260 亩地，今年全托管出去
了。种地成本省不少，还不耽误出去打
工挣钱，我都订好去建三江的车票啦，
这几天就出发！”3 月 19 日上午，在明水
县繁荣乡自兴村的一间办公室里，村民
与国峰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土地托管
种植合同，刚刚办完托管手续的村民于
英友高兴地说。

国峰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曲
向前介绍，农户种植玉米只需每亩地交
450元托管费，种植大豆每亩交 320元费
用。办完托管就能当上“甩手掌柜”，放
心外出务工。“我们合作社为农户提供
耕、种、管、收全程服务。”

魏世微手里拿着刚刚签订的土地
托管合同说：“今年我托管了 270 亩地种
植玉米。”

明水县繁荣乡党委副书记冯德斌

介绍，种地成本低、产量高是土地托管
能持续的两大要素。去年，大豆每亩增
收 50 斤至 70 斤，玉米每亩增收 150 斤至
200斤。

今年，繁荣乡依托 5 个社会化服务
组织，在全乡 7 个行政村开展托管服
务，托管农户达到 1300 余户，托管面积
达到 2.2 万亩，有效解决了“谁来种地、
怎么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同时
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消除外出务工

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明水县大力推进农民专业

合作社规范发展，积极探索实践土地托
管服务，进一步拓宽为农服务领域，有
效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释放了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今年，
全县计划落实土地托管服务面积 146.5
万亩，其中全程托管 78 万亩，使全县土
地托管面积占耕地面积的 70%以上。目
前已经落实 62.3万亩，占计划的 42.5%。

明水：土地托管，农民省心又省力

全国冰壶锦标赛
在哈开赛

□郑名村 本报记者 王彦

一个仅有技校文凭的人，一路成
长为采油测试领域的行家里手，并获
得了第二届龙江工匠荣誉称号。他
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技能
专家、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四作业
区测调班采油测试工曹刚。

曹刚的起点并不高，技校毕业即
进入大庆油田工作。

2010 年参加油田公司首届测试
专业技师培训班的经历，令曹刚至今
记忆犹新。“当时班中九成学员都是各
厂推荐的油田公司大赛选手，且都接
受过全面系统的培训。”曹刚意识到自
己在机械制图和计算机应用方面存在
的短板后，向老师和同学们虚心求教，
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实践
操作中遇到困难毫不退缩，努力寻找
解决办法。最终，他以全班第一名的
优异成绩获得了技师资格证。

为了实现自我成长，曹刚不仅积
极参加各类专业技术提升班，还利用
业余时间自学石油工程知识。持之
以恒的努力，使他成功获得本科学
历，并取得高级技师资质。同时，他
还荣膺集团公司技能专家，接连获得
国家实训指导教师及新八级工的最
高等级——首席技师等资质。

2018 年，曹刚成为大庆油田的
技能专家。当时，油田受套损区影
响，测试遇阻、仪器掉卡等问题频发，
严重影响了产能建设，导致大量作业
成本超支。曹刚临危受命，组建起油
田首支测试专业高技能人才难题攻
关队伍。

为提高攻关成功率，曹刚带领平
均年龄 47 岁的团队成员日夜兼程，
将重配井数从 10%降至 3%，同时提
高问题处理成功率 45%。仅此一项
即为企业节省作业成本300余万元。

多年来，曹刚用技术成果解决生
产“疑难杂症”70 余项，其中包括集
团公司创新基金项目等 28 项，攻关
创效达2000余万元。

曹刚热爱创新，钻研较真，为油
田精准测试提供了坚强的技术保
障。2020年他研发的《注入井偏孔除
垢组合工具》在油田公司全面推广，
提高油田测试投捞成功率45%，填补
了行业空白，被列入“技能中国行”活
动成果推广目录，获全国能源重大技
术革新成果一等奖。2022年他研发
的《电控类注入井管柱疏通装置》等
两项成果，突破了智能测调无法应用
的技术难题，通用性达100%，工作效
率提高两倍，疏通成功率提高47%，获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曹刚深知，仅凭单一力量，无法
擎起油田高质量发展的重任。他制
定计划，打造一支善于攻坚克难的技
术攻关队伍，培养一批新生力量。同
时，开创培训模式，着重推进导师带
徒、骨干培养、团队建设、校企合作四
个重点方面，努力在技能人才培养领
域取得成效。

多年来，曹刚培训的人数达到两
万余人，在他的精心培养下，30余名
高技能人才崭露头角，6名徒弟顺利
走上管理岗位。2023 年，他的三名
徒弟荣获黑龙江省青年岗位能手殊
荣，一名徒弟更是斩获黑龙江省青年
岗位能手标兵桂冠。曹刚本人也获
得大庆油田首届技能人才培育突出
贡献个人荣誉。

经过三十余年的磨砺，曹刚真正
成为了企业精心锤炼的“一块好
钢”。如今，他以曹刚龙江技能大师
工作室为平台，持续推进以攻关、培
训、创新、交流、修旧为核心的工作室
建设，搭建人才成才摇篮，为油田发
展注入勃勃生机与活力。

一位技校生的逆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