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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梁金池

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的黑龙江省
现代农业示范区里举办了一场田间技术交流
会，一种由水稻秸秆制成的育秧土吸引了参会
稻农的目光。

在标准化水稻育秧大棚内，绿油油的水稻
秧苗长势喜人，育秧盘中的底土黝黑松软。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研究所董文军副研
究员介绍，这是一种新型的水稻秸秆育苗基质，
该基质可以替代育秧土，在有效解决育秧取土
难问题的同时保护了黑土地。

“将离田的秸秆进行腐熟，制成可以作为水
稻育苗的基质，插秧时又回归田间，实现了秸秆
的原料化与肥料化利用。”董文军说，一栋摆放
2000盘育秧盘的大棚可以消耗 5到 8吨水稻秸
秆，这为秸秆部分离田找到了好去处，稻农们纷
纷表示愿意尝试这种新型产品。

目前，稻田陆续进入搅浆阶段，交流会现场
还分享了“无驱动浅水搅浆埋茬”技术，据介绍，
无驱动搅浆可在水田中同时完成切压秸秆、秸
秆还田、捞平土地等步骤，减少秸秆在水面的漂
浮量。

董文军说，这些都是黑龙江省农业科技创
新跨越工程农业科技关键技术创新重点攻关项
目“水田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技
术要点，此外还包括水稻收获、秸秆均匀抛撒、
密肥调控等关键技术。该项目 2023 年已在桦
川县建立核心示范区，水稻产量提高 5.7%，今
年将在五常市、桦川县、依兰县建立核心示范
区，核心示范面积累计达500亩以上。

交流会现场，专家从水稻品种的选择、种子
包衣和浸种处理、种子催芽、苗床土和育苗基质
的选择、播种量、覆土厚度以及温度和水分的控
制等方面进行讲解。稻农们通过参观现场设置
的秸秆腐解、耕作模式以及密肥调控等试验，提
高了自身对秸秆还田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今年，我们团队参与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2024年科技增粮产能提升示范工程，对接、包
联了省内多个市县和农场，我们也希望结合创
新工程攻关项目技术培训及高素质农民培育，
以科技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董文军表示。

秸秆代替育秧土
经济生态两兼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下午3时举行
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财政部
国库司司长李先忠，预算司司长王建凡出
席发布会，介绍2024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
况，并答记者问。

据王东伟介绍，春耕生产对于稳定全
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中
央财政强化资金政策保障，今年农业生产
相关资金已经下达，支持实现全年农业生
产开门红。

第一，注重在“地”上多维用力，支持夯
实粮食生产根基。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
加大资金投入。指导地方用好 2023 年底
增发的国债资金2249亿元，高质高效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灌区改造提升等项目，今
年通过转移支付等继续予以支持，建成适
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
田。二是提高补助标准。将中央财政对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亩均补助标准由 1300 元
提高到2400元，同时取消地方对产粮大县
的资金配套要求。三是扩大支持范围。安
排 52 亿元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
扩大到1亿亩。安排40亿元将盐碱地综合
利用试点从 2个省份扩大到 12个省份，坚
持“以种适地”与“以地适种”相结合，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

第二，注重在“技”上多向发力，支持农
业生产节本增效。主要也有三点：一是支
持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安排 40 亿元支
持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推广应用密植、精播等增产技术。安排 34
亿元，支持开展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
高效行动，加快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系
统集成。二是支持种业振兴行动。安排
110亿元，持续支持推进玉米、大豆等重点
品种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重大品
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实施制种大
县奖励等政策。三是支持农业装备推广应
用。今年安排246亿元支持农机购置与应
用补贴，加力实施农机报废更新。

第三，注重在“服”上多点助力，支持完
善农业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一是加大社
会化服务的支持。安排 88 亿元支持各地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破解“谁来种
地”难题。二是夯实农业人才基础。安排
58 亿元支持实施国家神农英才计划、“头
雁”计划和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加快打造与
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人才队伍。三是强
化农业信贷担保服务。安排 42 亿元奖补
资金，支持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围绕粮
食生产、加工、流通等创新完善担保产品。
截至 3月底，在保项目有 113万个、在保余
额达到3980亿元。

第四，注重在“策”上综合用力，健全种
粮收益保障机制。有四点：一是保障种粮
农民收益。安排 1852 亿元继续实施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
补贴，提高小麦、早籼稻最低收购价。落实
国产大豆压榨加工奖补政策，稳定种豆预
期。二是强化粮食主产区的支持。产粮大
县的奖励资金今年安排了 571 亿元，实现
了“十九连增”。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562亿元，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三是全力支持农业
防灾减灾救灾。农业春耕的时候，小麦开
展“一喷三防”非常重要，我们提前下达 16
亿元做好这个工作。一季度还下达10多亿
元，支持应对雨雪冰冻和干旱影响。加强
农作物病虫害态势研判，近期还要下达相
关的防控资金。四是健全多元化投入机
制，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
作用，创新投入方式，与金融政策联动，发
挥政策效应。

信息来源：《中国乡村振兴》

高标准农田建设
亩均补助标准提高

□文/摄 董擎辉 本报记者 梁金池

春光酬勤，亦酬“智”。选对好品种、引进好技
术、注重科技赋能，这是齐齐哈尔市华科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戎爱武的“春耕智慧”。

戎爱武介绍，合作社种植的是寒地中晚熟香稻
新品种“齐粳 16”，2023 年在富裕县龙安桥镇示范
种植 1000 亩，亩产 600 公斤左右，不仅稳产而且食
味性高，市场反响非常好，2024 年合作社计划在富
裕县辐射种植 1.5万亩。

在日前召开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重大需求
科技攻关项目“中晚熟优质高产广适水稻新品种选
育推广与产业化开发”2024 年项目推进会上，“齐
粳 16”随专家团队一同亮相。

项目主持人、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副
院长、省水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推广体系
首席专家聂守军研究员介绍，“齐粳 16”是依托该
项目育成的香稻新品种，目的是攻克我省中晚熟稻
区育种资源匮乏、育种手段单一、多优性状聚合
难、耐盐碱育种资源匮乏等关键技术难题。

“除了聚焦水稻新品种，我们还进行新技术、新
产业的创新研究，针对我省中晚熟稻区，集成构建
集‘科技创新+公众认同+企业推广’于一体的产业
发展模式，加速推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聂守军
说。

据了解，该项目在关键技术攻关上，已探索出
回交导入系构建与种质资源有利基因的高效发掘
技术、水稻“抗病、抗倒”二圃合一鉴定技术、“双中
双压双结合”寒地水稻选育方法等多个技术模式，
还将着力构建中晚熟水稻丰产增效产业化技术模
式，并在绥化市、五常市、富裕县等稻区大面积示
范推广。打造寒地水稻科研创新团队，推进水稻产
学研、育繁推一体化，促进水稻产业各环节的高效
衔接，为黑龙江乃至全国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技
术模式。

聂守军介绍，通过项目实施，2024 年预期创制
性状优异的育种材料 52 份，构建骨干亲本系 2 份，
审定突破性品种 1 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3 项，选
育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70 万亩，实现成果转化收
入 600万元，助力稻农经济效益提高。

齐粳16
新品种孕育新希望

水稻秸秆育苗基质育出的水稻秧苗。

“齐粳16”2023年田间表现。

喝上清澈自来水
心里别提多亮堂

村民受益饮水提质

□本报记者 吴玉玺

在黑河市爱辉区小乌斯力
村，天微微亮，村民王建范的家
中已经开始准备早饭了，她打
开水龙头，涓涓清水流了出来，
她接了一舀子水倒在锅里，水
烧开后放入面条。“现在家里24
小时都有自来水了，想啥时候
用就能用，特别方便！”王建范
笑着说。

农村饮水安全是重要的民
生大事，全方位提升农村饮水
安全保障水平是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标志。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
有条件的推进城乡供水一体
化、集中供水规模化，暂不具备
条件的加强小型供水工程规范
化建设改造，加强专业化管护，
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
项行动”。

近日，记者走访了多个乡
村，了解我省如何打通农村饮
水工程“最后一公里”。

王建范家生活条件的改变，源自 2022
年村子里实施的自来水管网工程，小乌斯
力村成为爱辉区首个自来水管网工程建
成并通水的村屯。

崭新的自来水管网替换掉老旧破损、
锈迹斑斑的管道，村民们从此不用再担心
经常停水带来的不便。村支部书记曹国
旺说：“更换自来水管网，一直是我们非常
期盼的。现在全天用水都有了保障，日子
越过越好了，大家都打心眼儿里高兴！”

同样因为能够用上自来水高兴的，还
有东岗子村村民梁会全。

在梁会全家里，打开水龙头，清澈的
自来水倾泻而出。梁会全用玻璃杯接了

一杯水，给记者展示：“你看这自来水多干
净透亮，喝起来还甜丝丝的，非常感谢政
府给咱们接上了自来水！”

在爱辉区，不仅仅是小乌斯力村、东
岗子村，还有托力木村、腰屯村、卡伦山
村、五道沟屯……一条条供水管线连接着
千家万户，打通了农村饮水工程的“最后
一公里”，让村民们能够喝上安全、放心、
幸福的水。

爱辉区水务局基层水利管护站副站
长钟丞表示，为了提升农村供水保障程
度，爱辉区累计投入资金 5987 万元，2016
年至 2023 年实施建设了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农村饮

水安全水源地改造工程等重点项目，受益
人口达到 4.62万人。

爱辉区是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省全力巩固拓
展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村
饮水安全提质增效。

“十三五”期间，我省较国家规定时限
提前 2 年完成了全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饮水安全问题。2023 年，我省持续加大
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力度，累计落实 7.7 亿
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用于实施农村供水
保障工程建设，提升 73.4 万农村居民供水
保障水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 97%
以上。

用水有保障 村民心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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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爱辉区二龙村最近发生了一件
大事。今年3月，村子的供水保障工程趁着
施工黄金期，紧锣密鼓地开工了。

施工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大型
机械在紧张有序的作业，一条条自来水管
线被埋入土地，最终延伸到村民家中。

“家里要来自来水了！”“再也不用打井
吃水了！”“这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在村
子里，村民们一边观望着施工进度，一边讨
论着美好的未来生活。

二龙村是今年爱辉区农村饮水工程第
一个开工的村屯。钟丞介绍，2024 年爱辉
区投资 543.52万元，新建水源井、改造老旧
管网、增设配套设施，农村饮水标准将从每
人每天 40升提升到每人每天 70升，受益村

民达到2500人。
在 600多公里外的绥滨县，这里的 4处

水厂通过信息化管理建设，打造“互联网+
数字孪生智慧供水”模式，实现了无人智能
看守。

据了解，该县坚持“供水规模能大则
大，供水管网能延则延，供水工程能并则
并”，打破行政界限，科学设计管道走向，采
用集中连片的方式将9个乡镇78处农村供
水厂（站）整合至 4处水厂，其中东、西部各
设置一处中心水厂承担水质化验工作，对
水厂取水、制水、供水、管护等环节全过程
监控。

绥滨县水务局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心
副主任张吉亮介绍：“今年我县投资4998万

元，将连生乡范围内 16 处水厂和忠仁镇南
部6处水厂以集中连片、以大并小的方式整
合为 1 处集中式 24 小时无人值守供水厂，
计划于5月初开工建设，力争明年春节前供
水，受益人口将达到1.6万余人。”

在日前省水利厅印发的《2024 年黑龙
江省农村水利水电工作要点》中，对于农村
供水工作提出了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统管和
专业化管护、开展县域农村饮水安全标准
化建设、巩固拓展农村供水脱贫攻坚成果
等 7方面重点内容，并提出了在 2024年底，
我省力争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 97%左
右，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提
高 3个百分点以上；70%的千吨万人农村供
水工程实现标准化管理等工作目标。

提档升级快 群众受益多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一头连接着民生
福祉，另一头连接着乡村振兴。

在汤原县金星村，独具特色的朝鲜族
民俗文化造就了田舍掩映、阡陌交错的田
园风光，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金星村相关负责人禹龙哲介绍：“近
年来，金星村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和优
势，重点打造集旅游、休闲、购物、体验于
一体的特色朝鲜族旅游产业链，建设集朝
鲜族文化、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为一体的
民俗风情旅游小镇。现在我们村子的旅
游产业越来越红火！”

而在建设初期，村子基础设施较为薄
弱，尤其在供水方面困扰着当地旅游产业

发展。“以前没有自来水，我们村子在发展
民宿、餐饮等旅游行业上受到了限制，游客
们体验感也不是很好。”禹龙哲说。

在发展旅游产业过程中，金星村不
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造全村自来水
管网 5000 米，村民们都用上了 24 小时的
自来水，游客们在餐饮、住宿等方面都有
了保障。此外，金星村还对沥青路面进
行了铺设，建设完成朝鲜族特色路标和
文化墙。

如今，金星村最高峰一天接待游客
1500 多人次，客流量为原来的 3 倍，成为
了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旅游业成
为了村子在实现乡村振兴中的支柱产

业。金星村也获得了诸多荣誉——2018
年被评为全国 100 个特色村之一，2020 年
获全国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
誉称号，2023 年被评为第六批中国传统村
落。

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吴春
山表示，下一步，我省将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
水规模化，强化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规
范化、专业化管理，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
发展，形成“一县多网”“一镇一网”的规
范化供水新格局，不断提升农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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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高质量 产业也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