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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吴玉玺

王宝是工作 30 多年的老巡堤人了。每天
早晨，在龙江县堤防白山段，村民们都会见到王
宝巡堤的身影。

“最近这些年堤防变化挺大的，基础设施更
加完备了，尤其是装上了摄像头，能够帮我们实
时监控堤防情况。”王宝说。

记者跟着王宝来到他每日巡防的坝上。王
宝告诉记者，龙江县开展堤防工程标准化管理
后，对堤防的建设和管护制度进行了提档升
级。像现在的堤防道路，就能完全满足防汛抢
险通车要求。

龙江县堤防总长 192.47 公里，其中 3 级堤
防25公里、4级堤防167.47公里，主要应对上游
雅鲁河来水，是保障全县14个乡镇防洪安全的
最后一道防线。

2021年，省水利厅将龙江县作为堤防工程
标准化管理试点县。在龙江县开展试点过程
中，县委县政府积极解决了管理经费、人员编制
等问题，及时落实工作机构，建立了一级对一
级、层层负责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管护工
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2022 年，省水利厅印发《黑龙江省“十四
五”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每年 12 月底前完成年度标准化管理工作目标
任务评价考核。2023 年，经过评定，龙江县获
得了齐齐哈尔市堤防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的唯
一一个优秀等级。

与此同时，王宝的身份也有了变化，他成为
了龙江县河湖巡查管护总站白山分站的站长，
带领两名站员对堤防进行日常管护。

龙江县河湖巡查管护总站负责人李宝英介
绍，为了充实基层堤防管理人员队伍，更好地对

堤防进行标准化管理，龙江县设立了河湖巡查
管护总站，并下设18个管护分站。按照管理长
度和工作任务量给各分站配备不同数量的巡堤
人员，目前人均堤防管理长度4.1公里。

“国家对堤防工程管护提出了新要求，我们
的职责也变得更多更重要了！”王宝介绍，现在
他和站员们除了对堤防进行管护，还要保护堤
防周围的生态环境，对堤防周围非法采砂、私搭
乱建、乱堆乱占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劝阻。

近年来，龙江县定期组织各分站工作人员
参加“业务大讲堂”，对工程管护、抗洪抢险、安
全生产等工作进行培训，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
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从而提高堤
防工程标准化建设的总体水平。

龙江县还为基层堤防管理人员提供了专业
装备——无人机、电动车、对讲机等，并在重要
堤段安装了视频监控，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了巡
查管护信息化。每年结合堤防工程现状县里还
要印发本年度岁修施工方案，并派技术人员分
段指导，处理技术问题，维修完成后实行逐级验
收，并且依托河湖长制工作平台，将各乡镇开展
堤防岁修情况纳入对乡河湖长的考核，通过考
核机制推动各乡镇完成堤防维修任务。

再过不久，我省即将迎来汛期。王宝等各
管护分站的站长和站员们将 24 小时坚守在堤
防，及时发现处理河道堤防险情，保证河道堤防
安全度汛。“保护好堤防就是保护全县的乡亲
们，我们将全力以赴守好堤防，守护我们的家
园。”王宝说。

护好堤坝 守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周静）3 月 29
日，为期两天的第五届（2024）
中国哈尔滨猪业峰会落下帷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
学者、企业家和众多行业从业
人员齐聚龙江，共谋猪业未来。

本届峰会以“经验畅谈、提
质增效、维稳共盈、强韧兴业”
为主题，聚焦趋势分析、育种发
展、疫病防控、经营之道，围绕
企业管理运营、育种发展创新
模式、猪场疫病特点及防控、猪
场批次化管理等方面进行交
流，旨在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
行业发展态势，搭建政产学研
用交流平台，凝聚多方智慧，激
发行业新思路、共同探讨未来
发展之道。

此次峰会邀请了 22 位行
业专家学者及技术精英，充分
利用各自的专业优势，向与会
者分享了前沿技术成果与实践
经验，探讨了最新技术动态。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
学家陈瑶生教授为大家讲解了
我国生猪种业发展现状与创
新，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东
北中心主任刘娣教授为大家介
绍了黑龙江省生猪产业发展现
状，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刘作华教授着重讲解
了中国地方猪品种资源保护与
开发利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楚端教授
与大家分享了中国特色养猪业
的现在与未来，浙江大学傅衍
教授着重分享了如何坚持价值
育种和全产业链育种，农业农
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
家王祖力博士给大家介绍了
当前生猪市场供需形势及后
市行情展望。禾丰集团副总裁邸国、中国农
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猪消化道传染
病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冯力研究员、中国农
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猪烈性传染病
创新研究团队首席科学家仇华吉研究员、黑
龙江省生猪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体系李金龙
教授、硕腾动保高级技术服务经理曹海涛、
黑龙江省生猪饲养管理与养殖环境控制技
术顾问许光锋、谷实生物集团猪料研发经理
杨洋等专家和技术人员还为大家分别分享
了中国猪病毒性腹泻流行现状及其科学防
控、非洲猪瘟流行特点与防控策略、东北地区
猪场非洲猪瘟防控技术要点解析、从控制慢
性消耗性疾病开始增效降本、北方寒地猪场
环境控制与新技术、母猪精准营养与饲喂管
理方案等。

本届峰会还展示了最新的养殖设备、动
保及饲料产品。

峰会现场专家分享经验。
本报记者 周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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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十八部委联合印发
《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
（2024—2025 年）》，就 2024 年至 2025 年贯彻实
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具体任务，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计划》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的七项重点工
作。

一是夯实保障粮食安全标准基础，建立健
全种业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建设保
护、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农田水利管护、农
资质量和基础设施标准。

二是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加强智慧
农业、设施农业、农产品全过程质量控制、农产
品质量分等分级标准制修订。

三是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制
定农产品品牌评价、主要粮油作物农业社会化
服务、农产品减损增效及乡村旅游标准。

四是制修订农业领域标准 700 项，农业高
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基本建立。

五是强化数字乡村、乡村房屋和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管理，村级综合服务
设施和无障碍设施标准制定。

六是加快农村改厕、生活污水、垃圾治理、
村庄绿化保洁照明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建
设。

七是创建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00 个、
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300
个。

据了解，以上工作将由农业农村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中
央网信办、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粮食和储备
局、国家林草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信息来源：《中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
“任务清单”发布

本报讯（记者周静）近日，黑龙江省现代农
业管理协同创新推广体系（以下简称“体系”）
2024年工作启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20
余位专家共同研讨规划了 2024 年省现代农业
管理体系的发展蓝图。

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宿健飞介绍，省现代农业管理体系旨在促进农
业经营管理手段创新，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对
提升黑龙江省农业生产能力具有深远意义。体
系首席科学家、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副院长刘鲁宁深入剖析了农业经营管理现代
化的内涵，从经营方式、经营手段、组织形式、产
业链条以及乡村治理等多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体
系的工作要点。未来体系将围绕数字化治理、
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等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和实践，力求取得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
果、资政建言和实践案例。

此外，体系内的各岗位专家也结合各自的
工作实际，就体系研发任务、成果转化与示范推
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与会专家
纷纷表示，将充分利用体系平台加强协作，以科
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为引领，共同推动现代农业
管理的创新发展。

构建协同创新管理体系

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近日，记者从省水利
厅获悉，2021 年至 2023 年，全省共落实水土保
持资金115亿元，治理侵蚀沟3.3万条。

为了高质量完成侵蚀沟治理任务，我省印
发省总河湖长第 6 号令，开展全省侵蚀沟治理
专项行动，成立省市县三级领导小组和工作专
班。省水利厅定期调度工程建设管理，组建省
级技术服务组，每年对全省项目市县进行全覆
盖逐沟现场督导服务，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现
场交流。

2023年，全省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1948项，有效管控人为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面积 293 平方公里，生产建设项目验收报备
569项。省水利厅严格依法审批规范实施水土
保持行政许可，加强生产建设项目监督狠抓事
中事后监管，全省开工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全部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现场检查范围。

我省三年累计治理
侵蚀沟3.3万条

乡村快讯

建设建设零碳村镇零碳村镇 小秸秆成为大能源小秸秆成为大能源
□文/摄 本报记者 梁金池

近日，全国低零碳乡村培育现场交流活动
暨零碳村镇促进项目技术培训班在海伦市举
办，来自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家
能源局等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各省农村
能源部门、9个项目示范村镇、相关科研机构
和企业的12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

“秸秆压块燃料+生物质户用炉具”实现
单户采暖、“秸秆直燃锅炉”“生物质热电联产”
等实现集中供热……记者跟随代表们的脚步，
走进海伦市长发镇长庆村，亲身体验一场由秸
秆能源化利用掀起的“农村能源革命”。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
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席
专家王全辉介绍，零碳
村镇是农业农村部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实
施的全球环境基金项
目，通过充分利用天上
的太阳能、地下的地热、
地上的秸秆及牲畜粪便
等，探索一种可持续的
绿色生活方式。

王全辉说，零碳村
镇理念是充分挖掘农村
可再生能源资源，培育
乡村可再生能源产业；
在做好农村建筑和生活
用能节能工作的基础
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同时利用微网、储能等
分布式能源应用技术，
实现在农村居民生活场
景利用可再生能源取代
传统化石能源。项目将
推动农村居民建立“双
碳”情景下的新型生活
方式，为国家实现“双
碳”目标作贡献。

据了解，中国零碳
村镇促进项目旨在加快
中国农村零碳转型与绿
色发展，引领中国乡村
振兴战略“生态宜居”建
设，促进中国国家自主
减排目标实现，为实现
全球气候变化减缓、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贡
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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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市长发镇长庆村是全省唯一的国家
级零碳村镇。黑龙江村庄众多，为何偏偏是
长庆村入选零碳村镇？因为实现区域冬季清
洁采暖，优化村镇可再生能源消费结构，长庆
村的实践较早。

长庆村党支部书记胡永财介绍，2012 年村
里落实了新农村建设项目，村民全部由平房搬迁
到 4 栋居民楼，生活方式发生转变，生活质量明
显改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由于受农村经济水平、村民传统生活习惯
等因素的制约，我们村能源供应消费水平、村民
的理念意识、基础设施配套等距离‘新农村’‘小
城镇’要求仍存在巨大差距。”胡永财说，为此，长
庆村在居民楼一侧建起锅炉房，安装秸秆打捆直
燃锅炉实现了集中供暖，农户自家地头的秸秆，
部分还田外有了新去处。

此外，海伦市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等
本土企业，已具备生产各类生物质户用炉具、生
物质压块燃料锅炉、生物质直燃锅炉、粮食烘干
塔等全系装备能力，加之政府优惠政策支持，为
零碳村镇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长庆村的“零碳”实践

“零碳村镇建设既要符合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革命总体要求，也要考虑低碳、多元、
安全、智能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要求。”黑龙江省
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王粟副研究员及其团队参
与了零碳村镇的建设规划，他们深入长庆村，确
定示范建设村镇边界，开展基线调研与碳排放核
算，谋定建设规划方案。

王粟介绍，长庆村的零碳村镇建设将以生物
质打捆直燃集中供暖技术为核心，辅以生物质分
户采暖技术，增加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利

用建设，解决村镇农户及公共设施清洁采暖、电
能及部分炊事用能消费可再生能源替代，实现村
镇生活用能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

“希望通过长庆村的零碳村镇建设，推动全
省的低碳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黑龙江省
农村能源总站站长张思涛介绍，黑龙江是农业大
省，也是秸秆资源大省，全省秸秆可收集资源量
7700 多万吨。同时，黑龙江省地处高寒高纬度
地区，冬季寒冷，取暖期长达半年以上，农村冬季
采暖能耗高，拓宽秸秆能源化利用方式将有助于
全省低零碳乡村建设。

张思涛表示，未来将坚持以低零碳乡村建设
为引领，积极挖掘秸秆能源化利用新内涵，围绕
农民生活用能需求、县域内清洁能源需求、农民
传统能源习惯做文章，开发多元化能源产品，优
化能源结构，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规模化、专业
化、产业化和多元化发展。

拓宽秸秆能源化利用方式

龙江县河湖巡查管护总站白山分站。

长庆村已实现生物
质锅炉集中供热。

长庆村零碳村镇效果图。 受访者提供

利民节能锅炉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生
物质锅炉。秸秆颗粒燃料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