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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双寅 记者韩波）今年，尚志
市预计开复工省市重点项目 42个，总投资
239.9亿元，项目数量及总投资金额位列哈
尔滨市 9 县（市）第一位、18 县区第三位。
进入三月，24 个新开工项目中，已有 21 个
项目完成了审批、核准以及备案手续。与
此同时，24 个增发国债项目全部完成前期
设计审批，紧锣密鼓进入工程招标和施工
准备，将重点围绕灾后恢复重建和防灾减
灾能力提升进行项目建设。踏着春的脚
步，尚志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

“开春即开工”。
扭住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尚志市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当前工
作的重中之重，坚持高位推进，层层传导压

力，全力以赴谋项目、强招商、抓落地，不断
壮大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规模。利用冬季
时间，集中进行项目谋划储备。截至目前，
省级重点项目储备数量已达到 22个，计划
总投资 221.3 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19 个，
总投资达 204.5 亿元。投资 83.6 亿元的尚
志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资83.13亿元的亚
布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等产业项目年度投
资将突破30亿元，助力经济发展稳定向好。

一体推进高质量灾后重建和高质量发
展，尚志市抢抓中央财政增发1万亿国债机
遇，谋划申报项目 211 个，总投资 176 亿
元。国家发改委审核同意项目 38个，国债
资金已下达 24.76 亿元。抢先机、争主动，
随着项目前期工作接续完成，尚志市水库

水毁修复工程、冲河与蚂蚁河 2023 年度水
毁修复工程、路基路面水毁修复工程和农
村公路水毁修复工程等一批重要基础设施
项目，完成了前期审批及财政预算审批，3
月下旬起陆续开工建设。

记者从尚志市发改局获悉，为了项目应
开尽开、能开快开，尚志市精准做好包保服
务。每个重点项目都由一名市级班子成员
包保，一项目一专班，设置“首席服务员”，深
入项目现场和施工单位，准确掌握项目进展
情况，随时解决制约项目开复工难点、堵点
问题，举全市之力做好项目服务。

为助力高质量灾后重建，确保增发国
债项目按时间节点完成施工，尚志市重点
推进 38个增发国债项目，主要领导每半月

调度一次，市级分管领导每周调度一次，加
快完成项目用地审批、招投标、施工队伍组
织等前期工作，推动项目如期开工、入库、
入统。

持续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尚志市围绕
“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打造清洁能
源、绿色食品、医药及医疗器械、文旅康养
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瞄准产业链上下游
招引项目落地。发挥行业协会、合作商会、
科研院所桥梁纽带作用，盯住头部企业、链
主企业，定向招引、压茬推进，积极推动产
业聚势成链、聚链成群。把握政策机遇，积
极谋划争取中央预算内、长期特别国债、专
项债等中央投资项目，推动更多项目纳入
国家“大盘子”。

尚志 挂图作战推进项目“开春即开工”
本报讯（张劼 记者韩波）坚

决打赢灾后恢复农业生产攻坚
战，五常市紧盯春耕、春灌时间节
点，突出重点、压实责任，加快抢
修水毁农田基础设施，提前在受
灾较重乡镇规划高标准农田建
设，多举措缓解农户备春耕生产
资金压力，确保受灾农民种上地、
种好地，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去年 8 月，五常市遭遇历史
罕见洪涝灾害，农田基础设施受
损严重。五常市针对 650处水毁
水利设施，按照“统一规划、先易
后难”原则，同步进行设计、施工、
验收，从去年秋季至今，加紧施工
不停歇。利用冬季时间，五常市
水利部门采取“先干土石方，后干
混凝土”方式，连续进行冬季施
工，完成了 28 处渠首、水库等水
利设施的土石方施工，为确保今
春农田灌溉赢得了时间。同时，
合理利用6.5亿元国债资金，全面
排查水毁水利设施，抢抓春季时
间进行加固升级。突出灾后高标
准农田建设，五常市相关部门克
服冬季勘测设计困难，完成《五常
市增发国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按照方案，今春计划
投资 8.3 亿元，在受灾较重的 10

个乡镇新建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29.3万亩。针对极少部分水毁沙
化耕地，五常市根据不同地块耕
层受损程度，分类制定修复方案，
最大限度恢复耕种条件。

全力抢工期、保质量，五常市
成立由市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
工作专班，逐级明确责任，通过

“时间倒排、任务倒逼、责任倒追”
方式，紧盯施工单位、紧盯建设现
场、紧盯建设进度，确保不误农时
备春耕。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
程”原则，提前签订工程管护协
议，明确管护责任和标准，加强灾
后恢复重建项目规划设计、竣工
验收等全环节质量管理，打造阳
光工程、样板工程。

尽量缓解受灾农户备春耕资
金压力，五常市主动争取国家及
省市金融监管部门支持，采取无
还本续贷方式支持受灾农户进行
备春耕生产。截至目前，已累计减
免利息 3086万元，增加授信额度
7.64 亿元。特别对脱贫户、监测
户、低保户等960户1244人全部落
实“一对一”结对帮扶措施，发挥基
层党组织和包保帮扶干部作用，及
时帮助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全力以
赴确保种好地、多打粮。

五常
修复水毁农田基础设施保灌溉

本报讯（杨依明 记者王志
强）作为支农惠农的地方金融“主
力军”，通河农商银行积极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做好助力春耕生产
金融服务，了解客户信贷需求，主
动送贷上门，多措并举扩大信贷
投放，播撒春耕备耕“及时雨”，确
保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
步。截至目前，全行累计投放支
持春耕备耕贷款 4479 户，金额
9.68亿元。

“农商银行的工作效率真是
高，一天时间，50 万元贷款就到
账了，太感谢了。我们农民就是
看天吃饭，农时不等人啊，这笔资
金真是太及时了。”一种粮大户激
动地说。该行工作人员在走村入
户过程中了解到该种粮大户因农
业生产急需资金购买种子、肥料，
根据其种植规模，向其发放50万
元信用贷款。

“每年开年都是春耕生产的
黄金时间，也是我们农资化肥经
销商户需要资金的时候，进购种
子、化肥，加上人工工资都急需用
钱，资金一下难以周转。”通河镇
经营农资的牛经理告诉记者，农
商银行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走访，
了解到情况后，当天就给贷了
1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下一步，通河农商银行将紧
抓春耕生产“农时短，需求急”的
特点，从贷款全流程上突出用好

“快”字诀，充分运用普惠金融大
系统，精准识别、精准对接，组织
客户经理上门入户对辖内种养殖
户进行全面摸排，及时掌握村民
春耕生产资金需求和当前面临困
难，有计划、抓重点、精准化投放
信贷资金，以更优的服务、更快的
速度、更高的额度提供强有力的
金融支撑。

通河
“金融春雨”助力备春耕

本报讯（曹华君 记者王志
强）连日来，木兰县建国乡东山村
的农户们正在抓紧筹措农资，抢
抓农时，为水稻种植提供育苗条
件，为春耕生产做足准备。

据悉，为满足今春农业生产
需要，木兰县统筹推进农业生产
工作，坚持早计划、早安排、早行
动、早落实的原则，抢农时、备农
资、强服务，全力以赴做好春耕备
播工作，为稳定增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夯实基础，不断推动全
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木
兰县坚持耕地红线不突破原则，
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积极组织全县农技协、专业
合作社、科技工作者开展培训、指
导和咨询活动，通过教学讲座、现
场解答、发放技术资料等方式，全
面加强对春耕备播、抗灾、特色产
业种植、农业机械保养调试和检
修维护等重点工作的服务指导。
同时，科学合理调优农村产业结
构布局，集中连片打造现代生态
农业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提前谋
划种植业结构调整，积极落实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在确保装满
全县“粮袋子”的基础上，全力鼓
起农民的“钱袋子”。

积极做好农资调运储备。木
兰县今年种植面积 195.67 万亩，
其中，水稻 76.9 万亩，玉米 69.79
万亩，大豆45.56万亩。为了掌握
实情，农业农村局组织县、乡、村
三级干部入村开展摸底调查，摸
清农户春耕所需农药、化肥、种
子、农膜等农用物资底数，把握农
资市场形势，备足各类春耕备播
生产物资，确保物资供应。通过

调查，大豆种植每亩需6斤种子，
水稻每亩需要10斤，玉米每亩需
要3.5斤。截至目前，全县及时调
运储备种子备量 6000余吨，下摆
51%；肥料备量 6.5 万余吨，下摆
40%；农药备量 950 余吨，下摆
10%。金融部门“金融科技+大数
据”助农惠农贷款，面向木兰县 8
个乡镇开展了五轮送“贷”上门活
动，累计投放金额近7亿元，惠及
全县 86 个行政村的数万名农
户。同时，水利部门切实强化水
利设施保障和水资源调度，全面
排查农用水利设施隐患，畅通灌
溉渠道；气象部门全面加强春耕
生产气候趋势预测，及时预报降
雨量、土壤墒情等，坚决做到不误
农时、不误地。

全面强化农资市场监管。木
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等部门联合开展“春耕
农资打假”专项活动，以种子、农
药和化肥经销店为重点，着重检
查是否具备经营资质，所售化
肥、种子等农资的质量、价格、真
伪，产品进货渠道、备案情况、有
效期、销售台账是否齐全，严厉
打击制假售假农资产品行为，从
源头上杜绝不合格农资流入市
场，进一步规范农资产品市场经
营秩序，加强农资产品质量监
管，保障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截至目前，共出动专项督
查检查执法人员 50 余人（次），
两次检查农资经营主体 30 余
家，全力助推春耕春种工作扎实
有序开展，为全县种植户备春耕
保驾护航。

农户准备农资。
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木兰
抢农时备农资强服务

□文/摄 曹群 本报记者 韩波

室外春寒料峭，棚室内绿意盎
然。近日，记者走进延寿县寿山乡
三星村高标准温室蔬菜大棚，一派

“人勤春来早”的喜人景象映入眼
帘。黄瓜顶花带刺即将采摘，菇娘
柿子连串结果压弯枝头，豆角、辣椒
等蔬菜秧苗茁壮生长。潮热的棚室
内，水肥一体智能喷洒装置对作物
进行精准滴灌，农户细心查看作物
长势，阳光透过棚膜照射进来，春色
满园，“丰”景正好。

三星村党支部书记刘义告诉记
者，眼下，温室大棚里种植的地产有
机果蔬已经陆续上市，充盈百姓春
季“菜篮子”。

作为 2023 年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三星村高标
准温室蔬菜大棚去年秋季建成后，
立刻启动第一茬果蔬试种。“项目投
资 300 万元，建成 4 栋智能果蔬温
室。棚内安装了太阳能集热水箱，
以及水肥一体灌溉、智能喷洒等系
统，形成了周边露地应季蔬菜、拱棚

反季蔬菜、温室瓜果等特色种植区，蔬果可以四季供
应。”刘义说，有了太阳能集热设施，棚室冬季无需烧
煤取暖，白天收储光照热量，夜晚释放，节省了供热
成本。智能灌溉系统代替人工进行农家肥搅拌并滴
灌喷施，节省了人力，大大增加了农户收益。

正在棚室内通过手机操控调试水肥一体机进行
滴灌的技术负责人关国超说，智能温室一年差不多
可以种上三茬。现在菇娘柿子大量结果，再过二十
天集中上市，采摘结束马上补种西瓜、香瓜，收获后
再接茬种植草莓等浆果，实现一地多季、一年多收。

关国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栋棚室建筑面积
876平方米，以菇娘柿子为例，市场售价8~10元/斤，
预计一栋大棚一茬柿子收成在 13 万元左右。一年
种植三茬果蔬，农户增收效果可观。

“种植品种选择被市场看好的优质品种，注重口
感和品质，全程喷施农家肥，按照有机果蔬标准种
植。”关国超说，为提高棚室利用率，今年计划对草
莓、柿子、豆角、辣椒、菠菜、黄瓜等果蔬轮番种植。

目前，三星村高标准果蔬温室采取“党支部+承
包户+农户”的经营方式，由村党支部领办，由有经
验和技术的种植大户承包，带动周边脱贫户、一般农
户就近就业，探索一条特色致富路。

刘义说，今年村党支部带领农户进行轮作试种，
明年将采取“种植+采摘+休闲”模式，打造以绿色种
植、休闲观光、生态旅游为核心的绿色有机蔬果采摘
基地。今年还将启动智能温室二期建设，辐射带动
周边农户发展棚菜经济，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智
能
果
蔬
温
室

智
能
果
蔬
温
室
丰丰
景
正
好

景
正
好

棚室内绿意盎然。

农户精心侍弄秧苗。

柿子秧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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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巴彦
县与四川特驱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签约，推进

“百村百万”项目，即
“在 100 个村发展 100
万 头 规 模 化 生 猪 养
殖”。通过打造现代化
生猪产业基地，推进巴
彦县生猪养殖产业化
转型升级。

红光乡丰裕村的
养殖户张信是“百村百
万”项目的受益者。从
一名散户转变成签约
养殖户，他家生猪存栏
量达到 971 头，养殖全
程按照订单企业提供
的“五统一”标准，每头
猪日增重超过1000克，
签约养殖第一年就收
益颇丰。

“我养的猪不仅有
保险，饲料和兽药也都
由公司提供，还有专业
技术人员指导养殖、防
病，省心又托底。”张信
信心十足，正盘算着继
续扩大养殖规模。

据了解，巴彦县依
托四川特驱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技术优势，开
展“百村百万”生猪产
业化升级项目，按照统
一规划布局、统一培训
指导、统一物料供应、
统一生产管理、统一回
收销售的“五统一”标
准，推进实施“公司+家
庭农场”的代养模式，
着力构建生猪种养循
环全产业链，有效推进
现代化生猪养殖体系
建设。

“2023 年，全县整
合生猪 23 万头。2024
年，力争整合生猪超过
50万头。”陈伟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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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万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简称万润）位于巴彦镇工业新城
内。走进万润厂区，一条年屠宰能
力达100万头的生产线开足马力生
产，生猪从脱毛劈半、冷冻排酸，到
最终完成精细分割一气呵成。同
时，部分精肉还将通过腌制、灌肠、
蒸煮、熏烤等加工成产品。

据万润副总经理徐春波介绍，
截至目前，万润在哈尔滨已开设 42
家直营店，主要经营熟食制品以及
鲜品。万润还是广东省袁记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广东袁记水饺”连
锁机构的主要供应商，依托南方水
饺企业的影响力，以巴彦生猪为主
要原料的产品辐射南方市场。

陈伟氡告诉记者：“巴彦县正在
持续推动县域内生猪精深加工龙头
企业万润与广东袁记集团有限公司
深度合作，近期将启动投资 1 亿元
的 200 万头生猪屠宰项目，同步还
规划实施投资1亿元的生猪副产品
加工项目，争取两个项目当年建成
投产，打造全省最大生猪屠宰加工
基地，实现生猪屠宰和精深加工产
业化发展。”

未来三年，万润将把哈尔滨市
区内的直营店开到 100 家，以扩大
其猪肉制品销量，最终实现生猪
屠宰加工、仓储物流、批发零售一
体化发展，力争实现年产值 3 亿
元。

做足深加工
打造全省最大生猪屠宰加工基地

“在综合利用畜禽粪污方面，巴
彦县将通过三个步骤，向‘资源化’目
标努力奋进。”陈伟氡说，首先是集中
推进少陵河流域污染防治项目。全
力推动与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建设巴彦县少陵
河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及资源化
利用项目，建设3个辐射少陵河流域
12个乡镇、年处理尿液20万吨的粪
污中转池，降低入河污染物总量，实
现少陵河流域污染源头治理。

其次，集中推进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项目。“依托四川特驱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建设畜禽粪污村屯集中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项目，以松花江
乡为试点，采取‘屯收集—村氧化—
就近还田’模式，在51个无氧化塘自
然屯附近选择交通便利且便于还田

的位置建设35处三格式尿液收集池
和 122 个处理池，年可消纳尿液 10
万吨，实现粪污处理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生态化。”陈伟氡说，再
就是集中推进绿色种养循环项目，
向上争取2024年度东北黑土地保护
和绿色种养循环项目20万亩，有效
推动县域内有机肥制造企业发展，
通过粪肥转化加工与绿色种养循环
项目有机肥抛洒，实现年消纳粪肥
30万吨，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力争
达到82%以上。

据悉，巴彦县将分类施策，争取
于 2024 年末年生猪屠宰加工能力
达到 130 万头以上，产值突破 40 亿
元，创造税收 2000 万元以上，为全
市乃至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巴彦力量。

变废为宝
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种养循环+深加工

直营店。

万润实验室万润实验室。。

熟食制品熟食制品。。

万润厂区生产线万润厂区生产线。。

□文/摄 王天航 本报记者 王志强

巴彦县是全国标准化生猪生产基地县、全国
首批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2023 年，巴彦县畜
牧业产值实现 36.2 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36.8%，作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生猪养殖量超 300
万头，位列哈尔滨市各县（市）首位。

近年来，巴彦县把生猪产业作为立县支柱产
业，坚持“强龙头、拓基地、固防线、筑链条、建市
场、优服务、推品牌、保安全”，强力推进产业化经
营，促进生猪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今年，巴彦县重点做好生猪养殖体系建设、
畜产品精深加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工
作，继续做大做强生猪产业，为生猪全产业链发
展助力。”巴彦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伟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