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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故事

□本报记者 梁金池

春分至，农事起，龙江大地上“科
技增粮产能提升”示范工程拉开大
幕。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

“省农科院”）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在
全省 13 个地市的 60 个县（市、区）和
40个农场，依托1000家合作社开展科
技增粮工作，助推我省粮食产量再上
新台阶。

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省农科院
日前召开的科技增粮产能示范工程
2024 年启动会提出，要从良种选育、
良技推广、地力提升、模式创新四方
面发力。

向优良品种要粮食产量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省农科院
将加大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力度，持续
向龙江农业生产一线提供强有力的
品种支撑。

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合作社理
事长李玉成告诉记者，自家合作社已
多年种植省农科院的优质水稻品种，
其中“龙粳 31”“龙粳 3049”“齐粳 10”
等品种田间表现良好，食味值高，亩
产最高能达到 1200 斤。连年的丰收
和可观的经济效益让李玉成尝到了
甜头，今年他准备在合作社 12000 亩
耕地上继续播种这些良种，用他的话
来说，这是自己种地最大的底气。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为了让这些优良作物品种造福
更多农民，省农科院预计到2026年将
本院育成的水稻、大豆、玉米新品种
年推广面积1.23亿亩，增加产量69.83
亿斤。

向先进技术要粮食产量

先进技术的应用是推动粮食产
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优良品种与配套
先进生产技术的组合正逐渐受到重
视。这一点，巴彦县刘辉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刘辉深有体会。

“以前种地全凭庄稼汉的经验，
现在不一样了，良种还需配良法。”刘
辉说，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合
作社一改之前小垄种植的方式，采用

“玉米大垄密植高产栽培技术”种植作
物。2023年采用小垄种植的农户玉米平均亩产1700斤，
而采用这项新技术的地块平均亩产为2200斤，每亩增产
500斤左右、增收450元左右，产量非常可观。

从春耕到秋收，专家们参与到合作社和农户生产的
每一个环节，为每一处田地量身定制种植方案、改进技术
措施，将大垄密植栽培技术、水稻侧深施肥技术及配套农
机具的研发推广到基层一线，提高农业科技到位率。

向地力提升要粮食产量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省农科院耕作栽培研究
所副所长钱春荣研究员介绍，秸秆还田利用是黑土地保
护利用的一项重要内容，“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条带耕作技
术”可实现秸秆粉碎后覆盖还田，播种时采取条带耕作，
苗带祼露提高了地温和播种质量，保障苗齐苗壮，减少了
清理秸秆、机械耕整地等作业环节。

“这项技术的应用可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得。”
钱春荣说，该技术可每亩节省 35 元的农机作业成本，出
苗整齐度可提升5%至10%，在试验地块的亩产由1300斤
提高到 1700 斤，同时增强了土壤的地力、保墒效果与抗
水蚀能力。

据了解，省农科院将持续按照“以种适地、以地适种”
的原则，组装自身在盐碱地、白浆土改良和坝外地利用等
方面的品种、栽培和地力耕作技术，加大推广使用力度。

向模式创新要粮食产量

通过发掘作物间协同作用，充分发挥品种技术优势，
将有利于粮食产量的提升。据介绍，省农科院现已推广

“麦玉”套种模式、“麦菜”复种增效模式、“鲜食玉米-冬
黑麦-鲜食玉米”两年三熟模式等多种模式。

2023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在安达市羊草镇
南来村推广示范了“麦菜”复种增效模式，当年7月，超早
熟小麦喜获丰收后，种植户们又在同一地块复种大白菜，
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经测算，采用复种模式的总净收入每亩可以达到
4000元以上。2023年，这种模式在黑龙江省南部地区有
2万亩，既改善了我省南部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又实现
了一季两茬的作物收获，新型的耕作模式效果初显。

这次科技增粮产能提升示范工程的启动，对于农户
们来说是迎来了学习知识、掌握技术、更新理念的好时
机，对于农科院专家来说是拥有了成果展示、项目落地、
服务“三农”的好平台，它对于全省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全省
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科技助粮增，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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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晓雪 本报记者 周静

早春三月，走进勃利县永
恒乡恒山村，渐渐消融的冰雪
慢慢渗进片片黑土地。

“我们现在是黑色越冬，力
争春天不动土。”恒山玉米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单庆东介绍，合
作社从 2020 年开始实施保护
性耕作，打破春季烧秸秆、起小
垄的传统模式，上万亩土地秋
收与整地同步，秋季秸秆全量
还田，玉米茬深翻，大豆茬深
松，秋起大垄，实现黑色越冬。
对春季新流转进来的土地，顶
浆小垄改大垄，及时镇压，创造
更好种床。

合作社技术员周文玉说：
“我们因地制宜采取秸秆覆盖
还田、秸秆碎混和翻埋还田等
黑土地保护模式，保持土壤的
湿度，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秸秆还田实施 4 年来，土壤有
机质增加了 3%-5%左右。深
松作业每年进行一次，作业深
度 30 厘米-40 厘米，增加土壤
通透性和耕层厚度，提高土壤
抗旱防涝、蓄水保墒能力，春旱
秋防。”

在种植模式上，合作社引
进了“大垄双行”模式，小行间
距 50 厘米，大行间距 80 厘米。
缩垄增行后增加株距，增加了
光合作用面积，充分发挥群体
增产效果。“大垄双行还可以提
高肥料的利用率，使用大型农
机为深施肥、侧施肥创造了条
件，130 厘米大垄垄体变大，不
但减少了肥料通过雨水淋溶损
失，也能减少氮肥氨化损失。”

在恒山玉米专业合作社农
机库房里，摆满了各种大中小
型农机具。4 年来，合作社先后投资 2000
万元配置和更新农机具，进口和国产拖拉
机、播种机、收割机、高架车、无人机 80 余
台套，翻地、起垄、镇压、防虫防病喷药等农
业机械一应俱全，从春种到秋收全程实现
机械化，助力生产经营量质齐升。

在良制上，合作社也有新探索。2019
年以来，他们引进吸收农垦规模化、标准化
种植经验，探索出“垦地融合、社农联动”的
现代化经营模式。在农垦的带动和启示
下，合作社逐步吸纳农场春种、夏管、秋收、
冬储的先进经营理念，在品种选择、农时作
业、种植技术、田间管理、农机应用等方面
逐渐向农垦模式靠拢，引领勃利县西北部
地区种植水平明显提升，春耕生产进度提
前了10天。经县农技推广中心实地测产，
恒山村试点地块实现了“吨粮田”。

“通过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统管，机械
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提高了农机作业效
率和耕地产出率，降低了农药、肥料、田间
用水等成本 10%以上。合作社种植农作
物比农民单户种植每亩地能节约成本 80
元左右。”单庆东早就给农民算好了这笔
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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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三看

一看资质。注意选择有资质的经营者
（含平台经营者）购买农资产品。要认真查

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行业经营许可证、厂
家授权委托书等资质证明。

二看标识。注意看包装是否完好无
损，标签是否完整规范，查看产品包装标注
有无产地、生产厂、用途、性能、规格、等级、

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
证、产品执行标准等相关情况。

三看说明。要仔细阅读产品使用说
明、适用范围，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操作，
避免因使用方法不当而造成损失，遇到不
清楚的问题，应向农资生产者、经营者或地
方农业技术服务部门咨询。

注意三要

一要凭证。要向经营者索取标明产品
名称、购买时间、数量、规格、价格等重要信
息的发票、信誉卡、合同、补贴协议等有效
购物凭证，并妥善保存。

二要留样。按照农资存储要求，妥善
留存农资产品样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便于解决问
题。

三要维权。发生农资消费纠纷时，可
以先行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应向辖区
市场监管、农业农村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投
诉。也可拨打 12315 电话或网上 12315 平
台进行投诉举报。

购农资备耕。

省市场监管局提醒

农资采购“三看三要”防假劣

翻整土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省10人入选全国首批乡村工匠名师

“ 乡 村 工 匠 名 师
就是带动乡村振兴的

‘头雁’。”黑龙江满艺
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 刘 雅 梅 认 为 ，公 司
通过多年努力既实现
了 传 统 工 艺 的 传 承 ，
又 让 农 民 居 家 增 收 ，
可谓一举两得。

小巧的绣花针牵
动蚕丝线穿梭在薄薄
的 绢 布 上 ，一 幅 幅 精
美灵动的图案很快便
跃 然 眼 前 ，刘 雅 梅 巧
手织绘的是蜚声中外
的 非 遗 作 品 ，也 是 带
动无数绣娘致富的振
兴画卷。

2018 年 ，刘 雅 梅
被文旅部认定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满族刺绣”国家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获 得

“百花杯”中国工艺美
术精品奖金奖等多项
荣誉，精心完成的《五
百 罗 汉 图 卷》更 成 功
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
录。

2000 年 起 ，她 创
办 公 司 并 培 育 出 省 、
市、县三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队 伍 ，开 办 了 省
级劳模工匠大师工作
室 ，帮 助 建 立 了 齐 齐
哈 尔 巧 女 工 作 坊 、哈
尔滨三五集团满绣工
作室等一大批刺绣基
地（厂 )，让脱贫户不
再“等、靠、要”，而是

“ 以 技 为 生 ”。 脱 贫
攻 坚 时 期 ，她 培 训 了
近 1500 名 绣 娘 ，人 均
年 增 收 4000 多 元 ，如
今带动能力还在持续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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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要坚
持传承创新，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自黑
河市的陶丹丹，就是这样一位让桦树
皮技艺焕发新光彩的非遗匠人。

陶丹丹告诉记者，她自幼便与桦
树皮结下不解之缘。二十余年来，她
用灵巧的双手和对这项技艺的一片
匠心，首创了桦树皮自然纹理画和桦
树皮制作的叠、透、空、悬工艺技法。
先后获评“全国十佳民间艺人”“省级
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

2023 年 5 月 18 日，陶丹丹团队
举办了全国首个以非遗传承人为主
导的数字媒体交互非遗展，通过在高
校开设地方工艺课程，培养了一大批
高技能人才。陶丹丹非遗工坊采取

“企业+合作社+手工艺人”模式，推
动“厅堂变车间”“农民变工匠”，目前
已带动就业 6800 人次，平均每人年
创收2万元。

“新时代赋予了桦树皮技艺更丰
厚的意蕴内涵，希望通过各种方式，
让更多热爱这项技艺的人在良好的
民间工艺创新生态中被尊重、被扶
持、被培养，让这项技艺得以更好地
传承和发展。”陶丹丹说。

一块桦树皮一块桦树皮 描绘农民创收新图景描绘农民创收新图景

□本报记者 梁金池

近日，根据《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实施方案》，由农业
农村部等部门共同研究确定的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拟认定名单出
炉，我省10人上榜。

他们中有造出“中国最大的桦皮船”的杰出匠人，有举办全国首
个“数字媒体交互非遗展”的特聘教授，还有凭借刺绣带动超千人脱
贫的省级劳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带动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和身边群众创业就业，让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出绚丽
光彩。

刘雅梅刘雅梅。。

陶丹丹。

安树友安树友。。

2023年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水稻收获
现场。 本报资料片

□文/摄 本报记者 曲静

眼下正值备耕购农资时节，为使农民朋友买得放心、用得放心，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
农民朋友选购农资产品时，做到“三看三要”。

八宝玲珑瓶色泽适度、花葫芦瓶
流光照人、刻花悬胆瓶庄重典雅……

这些精致的工艺品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勃利黑陶。

高级工艺美术师、勃利
黑陶团队带头人安树友

介绍：“勃利黑陶以勃
利县本地的土壤作

原料，运用传统的
手工技法，以北
方粗犷豪放的
风格，简洁大
气的造型，构
成 一 种 高 雅
艺术的完美
和谐。”

据介绍，
安 树 友 的 作
品 曾 多 次 在

省 内 外 获 奖 ，
黑陶龙胆瓶曾

获得“百花杯”中
国工艺美术精品奖

银奖，其主持的勃利
黑陶项目研发获黑龙

江省轻工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如今，勃利黑陶已成为黑龙江

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陶
瓷科研方面，安树友团队开发出彩
瓷、紫炻、窑变瓷等新产品。在当
地建成了集文化传承、遗产保护、
旅游休闲、体验创新、陶瓷生产为
一体的文化产业园，从中更走出一
批安树友的高徒，他们不断创新实
践，让勃利黑陶成为一张对外宣传
交流的文化名片。

栖身一片乡土，耕耘一方沃野，卧
虎藏龙的乡村工匠名师，正在乡村振
兴的大叙事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技
能，带动产业兴旺、农民致富，乡村振
兴的美好明天已经越来越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尊黑陶瓶
淬炼匠心独运好技艺

高手在乡间在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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