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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快讯

乡乡村村现场现场

□高宪如 本报记者 梁金池

近日，记者走进大庆市肇源县浩德乡莲花村的
食用菌种植基地，生产加工车间内一幅热闹红火的
忙碌景象，这里的食用菌培育种植工作已经进入高
峰期。

在食用菌生产加工车间中，工人们各司其职，装
料、封装、灭菌、接种、摆箱运输，随着一条高效流水
线的运行，一包包栽种着滑子菇菌种的营养袋被整
齐地摆放在大棚中。

基地负责人张晓玲告诉记者：“现在已经陆续生
产出滑子菇菌袋 40多万袋，还计划生产 10万袋，除
了供给自己种植，还对外销售。这几天已经生产 20
万袋来自辽宁的订单，上个月还生产了一批内蒙古
的赤松茸菌种订单，此外还有省内的企业来这买菌
种和营养包想搞试点，对外销路已逐渐打开。”

“羊肚菌马上就要浇水催发，预计在四月末开始
陆续采收，而滑子菇菌棒将在八月开始进行采摘。
我们还计划在九月份种一些赤松茸，采收工作预计
十一月份开始。”张晓玲对食用菌的采收时间如数家
珍，她说不同品种错峰种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棚室
利用效率。

肇源县浩德蒙古族乡人大副主席杨海莹介绍，
目前这里的食用菌设施化栽培面积已达到 700亩，
总产量预计实现 70 万斤，年生产羊肚菌肉酱罐头
100 万瓶，打造“食忆农”品牌，年产值可实现 2000
万元。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在不耽误自己家种地的
同时，平均每人每月能增收3000元至5000元。

“今年食用菌项目预计将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超
80 万元，同时通过租赁形式将产生收益金 90 余万
元。”杨海莹说，近年来浩德乡坚持党建引领，打造

“支部+基地+研究所+农民”发展模式，把发展食用
菌特色产业作为壮大村集体重点产业项目，助力乡
村振兴“加速跑”，小菌菇成了撑起当地乡村振兴的

“致富伞”，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食用菌成了
村里来钱道儿

本报讯（陈峰 记者周静）“我们土地已经规模经
营了，农资备好了、农机检修了，培训也都结束了，就
等春耕了。”日前，克山县西建乡同生村党支部组织
全村小农户达成合营意向，将2.2万亩土地发展成规
模经营。同生村党支部书记张云龙介绍，村里小农
户种植主体居多，种植成本较高，缺少先进种植技
术。“这回好了，集中采购籽种化肥，降低了生产成
本；土地连片经营，还能用上大农机；采用大垄密植
种植技术，单产就能够大面积提升。”

张云龙说，采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
技术集成，实现耕种防收一体化的同时，他们还探索
与粮食收储企业签了订单，确保粮食价格有稳定，农
民种地有收益，粮食安全有保障。

据了解，今年克山县本着生产早启动、物资早准
备的原则，抢前抓早，积极谋划，一方面调整种植结
构，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重点选
择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这些机械力量
强、经济实力强、科技能力强的新型经营主拉动和
促进大垄规模经营；还依托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中
心在线上网络平台播出品种选择、化肥减施、马铃
薯高产栽培技术等网课 10期，发布实用技术 70期，
培训农业技术干部及农民 1.5万人次，解答技术咨
询 300人次，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8期 634人次。

克山县
规模经营增收有底气

乡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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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金池

如何通过发展新质生
产力，使黑土地这个宝贵
的生产资料实现永续利
用，为落实好千万吨粮食
增产计划注入新动能？近
日，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举办的一场专题研讨会
上，国内土壤保护利用领
域的院士学者就此展开了
一场“头脑风暴”。

与会专家认为，聚焦
黑土地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
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
术攻坚战，培育先进靶向
创新成果，突破黑土地保
护“卡点”“堵点”问题，实
现黑土资源健康可持续，
助推粮食产能稳步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卫认为，以新质生产力
赋能黑土地保护利用，核心是创新。黑土地目
前存在变瘦、变薄、变酸的问题，实现化肥的减
施增效是科学、绿色保护利用黑土地的创新手
段之一。

实现化肥的减施增效有哪些途径？周卫院
士建议要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的推荐施肥方
法。目前推荐施肥方法是测土配方施肥，但完
成测试、拿到结果、推进施肥的整个过程需要一
定时间，周卫团队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研发推
广了“养分专家系统”。

据了解，“养分专家系统”是一款基于计算
机软件的施肥决策系统，能够针对某一具体地
块或操作单元给出个性化的施肥方案。该系统
由包括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在内的全国多家科

研院所共同参与研发，是“十三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肥料养分推荐方法与限量标准”的
重要研究成果。

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植物营养与
肥料团队经多年田间试验，为“养分专家系统”
提供了数据支撑与推广支持，该系统针对我省
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给出个性化施肥方案，实现
节本增效。

“农户可以免费使用该系统，他们只需提供
地块的一些基本信息，如往年习惯施肥下的作物
产量、施肥历史、有机无机肥料投入情况、秸秆还
田方式，该系统就能给出相应的施肥方案。该方
法在有和没有土壤测试条件的情况下均可使用，
是一种先进轻简的指导施肥新方法。”黑龙江省黑
土保护利用研究院马星竹研究员说。

迭代 打造测土配方施肥的“升级版”

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明岗作了关
于“农田土壤固碳增产协同效应及黑土健康保
育”的主旨报告。他认为，科学创新一方面要在
理论方面有建树；另一方面也要用理论解决实
际生产的问题。

“黑土地力提升与产量提升之间存在增量
关系。”徐明岗院士已与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
用研究院团队合作多年，他们经过长期实验发
现，土壤有机质的提升能够导致产量的增加，
但是其中具有一个阈值。在这个阈值之下有
机质增加，产量会随之呈线性地增加，而在阈
值以上产量就不再增加。这为通过培肥土壤
以提升有机质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此外，徐明岗还介绍了气候变化对有机

质与产量关系的影响。相比于一年两熟地
区，一年一熟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温度和
降雨的变化，对作物产量跟有机质关系有显
著的影响。

“对于黑龙江省而言，我们应该致力于强化
土壤侵蚀的防风险措施，同时也要通过增施有
机肥、秸秆还田等一些措施，有效遏制黑土地退
化，进一步稳定提升土壤有机质，为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持续地作出贡献。”徐明岗说。

徐明岗建议，黑龙江省的土地类型较为丰
富，所以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开发相
应的技术模式，此外还应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
到位率，让最新的科技成果真正地对接到农户，
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目标 明确地力提升与产量提升的“阈值”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魏丹提出，新质
生产力就是在新的业态条件下，强化新技术、新
产品、新装备、新模式在黑土地保护中的应用。
她建议，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建设“黑土资源保
护新质生产力培育”工程，在重点领域实现革命
性突破；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重构黑土资源保护
利用科研平台，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发挥
科技推广优势，建立黑土资源保护利用产业硅
谷，助推企业转型实现产业先导。

目前，由魏丹研究员主持的中国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项目“促进黑土区水土资源保护与
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已启动研究，由黑龙江省
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实
施落地。该项目以水土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为核心，构建了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指
标体系，明确了指标体系相关的黑土保护技术，
形成技术模式并进行示范应用。

黑龙江省黑土保护利用研究院王爽研究员
介绍，团队通过在兴凯湖农场水稻主产区建设
水田清洁生产与水资源高效利用工程，实现减
少氮肥施用量 15%以上，减少氮磷流失 30%以
上，推动三江平原水资源节约，促进水田氮磷减
排。在克山县示范区的农田建设了土壤侵蚀防
控与有机物废弃物高效利用工程，使水土流失
减少 50%以上，养分通过径流向水体的流失减
少20%以上，减轻了松嫩平原土壤水蚀，减少化
肥施用与水体污染。

“希望通过建立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农村
社区等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水土资源保护
与高效利用协同发展机制，助力水土资源可持
续示范生态农场和示范县的建设，增强农户农
业科技意识，进一步深化技术模式的推广应
用，为黑土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王爽说。

协同 建设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工程

赋能黑土地保护利用赋能黑土地保护利用

□文/摄
本报记者 周静

近日，在哈尔
滨市呼兰区双井
街道办事处护路
村，村民们聚到村
委会，领树苗、学
技术。“我家园子
挺大，种些菜也吃
不了都白瞎了，这
回听专家的，在房
前屋后种蓝靛果，
还 能 增 加 些 收
入。”村民卢志明
说出了大家的心
声。

在 当 天 举 行
的呼兰区“万企兴
万 村 ”启 动 仪 式
上，哈尔滨森莓园
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现场向护路村
种 植 户 捐 赠 了
3000棵价值7万余
元 的 蓝 靛 果 树
苗。国家葡萄产
业技术体系蓝靛
果哈尔滨综合试
验站站长、黑龙江
省寒地浆果产业
技术协同创新推
广体系首席专家
霍俊伟为村民们
做了庭院蓝靛果
种 植 技 术 培 训 。
他给大家算了一
笔账，“蓝靛果树
一般栽下第二年
就能挂果，第三年
一棵树能产果 1斤

左右，再往后就会一年比一年多。我
们在海林市2005年开始试验，到现在
10年左右的树没有一棵产量低于 10
斤的，最高的一棵将近 20斤，按市场
价计算，一亩地差不多能有上万元收
入，这是非常可观的。”

霍俊伟介绍，科技部“十四五”部
省联动项目“寒地特色果树产业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通过科研项
目研发了一系列蓝靛果新品种和新
技术，为蓝靛果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持。“这也为我们发展蓝靛果
庭院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

呼兰区双井街道党工委书记党
树锋表示，此次采取政府引导、企业
参与、群众自愿的方式，扎实推进寒
地特色果树产业科研成果的示范推
广，以护路村、双井村为试点，鼓励
村民利用自家庭院空间种植蓝靛
果，不断扩大庭院经济的覆盖率，让
小庭院释放大潜能，实现庭院经济
和产业发展的双促进，拓宽群众的增
收渠道。

启动仪式后，专家们来到护路村
王亚学家的院子里，手把手教村民们
栽蓝靛果，“坑最好挖一锹半深，树苗
要放正，填一半土后把树苗向上拽一
拽，保证根系发育空间，培土后要踩
实再浇水。”专家们细细叮嘱。

哈尔滨森莓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云丽介绍，今后，在省农
业农村厅、东北农业大学的鼎力支
持下，森莓园公司会同东北农业大
学专家，为护路村种植户提供全程
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服务，使蓝靛
果成为该村的致富果，使庭院种植
的蓝靛果树成为真正的“摇钱树”，
预计果树丰产期该村庭院经济年均
增收3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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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静

大江开，万物生。近日，2024年大庆市开
江季暨首届冷水鱼产业产销对接会在肇源县
盛大启幕。

在茂兴镇三岔河渡口“开江季”活动现
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墙展示了肇源古代渔
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独具特色的文
艺表演，展现了肇源历史悠久的渔猎文化；鱼
苗放流为两江水域注入了新生命，引导大家
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松嫩平原，百湖棋布，河泽丰沛，物产富
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势资源，孕育
出延绵久远的“开江文化”“冬捕文化”。大庆
市“开江季”活动的举办，标志着“中国冷水鱼
之都”品牌打造迈出了坚实有力的第一步，打
造了宣传龙江、展示大庆、推介肇源的重要窗
口，也揭开了 2024 年黑龙江冷水渔业“四季
牌”渔事系列活动的序幕。

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孙文志表示，
在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下，
省农业农村厅大力推进龙江冷水渔业振兴发

展，全省渔业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持
续向好态势。大庆市委市政府紧密围绕冷水
渔业振兴发展主线任务，带领各县区立足资
源优势，全力推进冷水鱼产业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希望大庆市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落实
好省委关于打好龙江冷水渔业发展“四季牌”
要求，用好用活“中国冷水鱼之都”金字招牌，
在推动涉渔企业生产资料及苗种、水产品产
销对接上加力提效，夯实水产品质量安全，推
进水产品加工流通，打造特色更鲜明、结构更
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五好”冷水鱼产
业。

“开江季”活动后，召开了首届冷水鱼产
业产销对接会，介绍大庆市冷水鱼产业联合
会总体情况、相关企业情况，省内外专家为冷
水鱼产业发展建言，市内外重点渔业企业分
别作企业或产品推介，并开展洽谈交流。

大庆 春来江开鱼满舱

本报记者 梁金池摄

↑→产业产销对
接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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