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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玉玺
刘大泳）近日，由农业农
村部主办的大豆药剂拌
种现场会在我省佳木斯
市召开，交流大豆单产提
升工作进展，安排布置今
年重点工作。内蒙古、安
徽、四川等14个省（区）农
业农村厅和我省 28 个大
豆主产县农业农村局代
表参加会议。

与会代表在佳木斯
市桦南县佳木斯先锋种
业、梨树乡民主村观摩了
解当地大豆种子包衣、根
瘤菌剂接种及大垄密植
耕作情况。会议邀请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
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
大学相关专家围绕大豆
种子药剂处理、大豆大垄
密植高产栽培、大豆生物
固氮与根瘤菌应用等大
豆单产提升技术作专题
报告。

会议强调，要统筹抓
好主导品种、主推技术、
主力机型“三主”融合，强
化播期药剂拌种，预防苗
期病虫害发生，因地制宜
推广种子包衣、根瘤菌剂
接种、大垄密植等控害增
产措施，促进大豆全苗壮
苗和单产提升。各地要

紧盯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任务要
求，狠抓病虫害防控，优化栽培管理措
施，打好技术“组合拳”“连环招”，全面
提升大豆生产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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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唐海兵

“这个是什么？以前只在歌曲里听过白桦树，没想到还
有白桦树汁这种饮品，清甜的味道，非常好喝。”

“我刚才尝了蓝靛果汁、蓝莓干、蔓越莓干，都非常有特
色，有种大森林的感觉，纯天然的很健康，黑龙江果然地大物
博，挖到宝了！”

“去年‘尔滨’爆火的时候去过黑龙江，就听说了‘九珍十
八品’，今天来到展会看到许多自己从来没听过没见过的森
林食品，有种见世面的感觉，非常开眼界。”

12日，在2024年中国品牌日活动的第三天，位于黑龙江
展区的“九珍十八品”展台前，游人依旧络绎不绝。游客们兴
奋地品尝着蓝靛果汁、白桦树汁、刺五加茶等“宝藏”饮品，一
些参展商则与品牌经销商洽谈起了业务。

“刚才我们已经留下了十几位意向客户的联系方式，有
做超市的还有做企业礼品团购的，大家都对我们的森林食品

很感兴趣，后面会继续深入洽谈、促成订单。”来自哈尔滨森
莓园企业的负责人兴奋地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中国品牌日活动，省林草局携龙江森
林“九珍十八品”省域公用品牌盛装亮相，汇集了首批及二批
入选的 27 家企业 53 款产品，涵盖“九珍十八品”设计款，林
果、林菌、林药、林下养殖和白桦汁等板块。现场还提供了蓝
靛果原浆、蓝莓果干、蔓越莓果干等优质林产品供广大客商
及游客品鉴。

“九珍十八品”运营中心负责人孙辉介绍，“九珍十八品”
致力于打造中国森林食品第一公益品牌，通过参与今年的中
国品牌日活动，为品牌宣传起到良好效果，也进一步深化了

“九珍十八品”与国内外食品企业的交流对接合作，为产业交
流、贸易投资搭建起一座桥梁。

下一步，省林草局将通过广泛邀约渠道客户及活动宣传
推广，提高品牌曝光量，增加全国知名度，让“高寒植物高倍营
养高端制造”“零添加纯天然”的龙江森林食物走入千家万户。

宝藏品牌出圈“九珍十八品”扬名沪上

□张晓卿 李萌 本报记者 宋晨曦

播种、合垄、压实，一气呵成。5月 7日，在齐齐哈尔
市克山县马铃薯种薯试验基地，一颗颗带着希望和期
许的小土豆被农气专家有条不紊地埋进肥沃的黑土地
里……微风和煦，人勤地灵。气象部门助力特色农业
生产，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播图。

“播种前，当地正好下了小雨，我们抓住有利天气及
时播种。”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副院长王立春
说，马铃薯前期播种需要7厘米~10厘米地温连续3天内
稳定高过10℃，播种湿度在40%~50%之间，太湿播不了，
太干苗不出，今年气象专家建议选择在“五一”假期之后
播种，真太及时了。

早在今年年初，齐齐哈尔市气象局通过对历史气候
数据分析，评估齐齐哈尔地区马铃薯种植的气候适宜性，
指导农户科学选择种植品种和播种时间，并根据不同马
铃薯品种的生长特性，编制个性化的气象服务方案，实现
气候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气象专家指导我们在播种后的
10 天~15 天内要时刻关注降雨情况，有强降雨的话除草
药剂就落到地里面去了，对种子有损伤，要根据天气情况
适时进行除草。”陈森说。

据了解，齐齐哈尔地区马铃薯种植面积约占全省的
20%，特别是北部地区气温冷凉且回升慢，种植马铃薯的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2023年，齐齐哈尔市气象局被认定为第一批黑龙江
省马铃薯特色农业气象服务中心。齐齐哈尔市气象局局
长高宪双说，我们以克山县马铃薯种薯基地为试点服务
单位，第一时间成立为农气象服务领导小组，以周年服务
方案为依托，开展精细化、个性化、全链条式的气象服务，
日后将形成可推广的马铃薯特色农业气象服务经验。

“马铃薯出苗以后要关注持续低温和降雨量，如果春
季温度低，而且降雨量过大的话，会出现种薯反烂的情
况。此外旱情也是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实时监测土壤墒
情，并结合气温条件提出指导性意见，让种植户进行合理
灌溉。”齐齐哈尔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主任刘长成说。

10 日，黑龙江省马铃薯春耕春播气象服务专报提
示：预计5月10日~11日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有中雨，局地
有大雨，南部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日~
15日多分散性阵雨。未来一周前期天气条件不适宜，后
期总体次适宜或适宜马铃薯种植区开展春播工作。

为了保障马铃薯在播种、灌溉、施肥、喷药、收获等关
键时间节点能够顺利度过，黑龙江省气象科学研究所从
气温、降水、风速、土壤湿度等多角度筛选农业气象预报
影响因子，并基于智能网格的主栽作物适宜春播（栽）期
预报模型，每周制作并发布马铃薯春耕春播气象服务专
报，用户通过终端平台第一时间查看作物各阶段的种植
提示。提醒农业部门和相关种植户提前采取防范措施，
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此外，齐齐哈尔市气象局积极与省农科院克山分院、
北大荒集团齐齐哈尔分公司联合开展基于气象因子的马
铃薯病虫害预警模型构建等工作。届时，马铃薯生长期
的土壤温度、墒情、风情、降水等气象要素将集结在统一
的平台系统中，为小土豆的全链条生长保驾护航。

刘长成介绍，目前，齐齐哈尔市有 170 个自动气象
站，对重要气象要素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测，为马铃薯生长
提供基础数据支持。“今后，我们将定期组织关于马铃薯
种植的气象知识应用和种植技术培训，提升农户运用气
象信息科学种田和防御气象灾害的能力，预计下两周会
深入基层指导培训。”

紧跟气象“天时”
不误播种农时

□文/摄 李淑琴 本报记者 周静

4月8日开始孵化，5月8日开始出雏，
日前，7批共 13.89万只鹅雏陆续免费发放
到绥滨县4602户脱贫户手中。

“每户 30 只，配发 45 公斤鹅雏开口
料！”在绥滨县忠仁镇政府，接到通知来领
鹅雏的村干部排起了长队，县畜牧水产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一箱箱鹅雏交到他们
手中，同时还给他们讲解了饮水温度、圈舍
消毒、疫病防治等相关事项，并发放《肉鹅
养殖技术手册》，确保鹅雏养殖成活率，实
现稳定增收。

绥滨县养鹅由来已久，绥滨白鹅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绿色食品双重认
证。从最初的扶贫项目，到现在成为全县
重点发展的“三大主导”品牌之一，绥滨县
通过抓大户、带全面、上规模、增效益等方
式，逐步将肉鹅产业发展壮大，精准提出了
走“符合县情实际、产业特色鲜明、争当单
项冠军”的产业化发展思路。目前已形成
了从种蛋引进、孵化、初育、养殖、防疫到屠
宰、加工、销售及专业饲料供应等全产业链
条。建成了年孵化能力200万只的鹅雏孵
化厂、年加工能力 200 万只的肉鹅屠宰加
工厂和年加工能力 60 万只的肉禽熟制品
加工厂，打造了优质肉鹅养殖基地 27 个，
辐射带动规模养殖场30余个，年肉鹅养殖
总量稳定在100万只以上。

据悉，2024 年，绥滨县肉鹅养殖将启
动多项新项目：建设绥滨县种鹅基地，孵化
脱温基地，江西华瞾大鹅产业综合项目落
地实施，成立黑龙江省绥滨大鹅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大鹅小镇，改造绥滨大鹅品
牌体验中心，建设羽绒制品生产基地，推出
羽绒服、羽绒被、板鹅、鹅五件、大鹅牌酒等
系列产品。在“鹅老大”“鹅司令”“济民大
鹅”等品牌的基础上，持续整合全县大鹅品
牌资源，注册更多品牌种类、更富创意的品
牌商标。

“绥滨鹅”羽翼渐丰

乡村故事

马铃薯播种现场。 丁海玖摄

乡村快讯

技术人员在管理刚孵技术人员在管理刚孵
化出来的鹅雏化出来的鹅雏。。

龙江非遗技艺龙江非遗技艺
超赞超赞！！

我省乡村工匠名师参加全国乡村振兴职
业技能大赛交流活动获“最佳人气奖”

□文/摄 本报记者 梁金池

山国之都，爽爽贵阳。5月8日至
10日，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
大赛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黑龙江省
农业农村厅组团参加乡村工匠技能技
艺展示交流活动，来自我省的4名乡
村工匠名师们甫一亮相，便吸引了众
人的目光。

北安乌鱼绣展现平衡之美，
渤海靺鞨绣饱含北国风情，赫哲
鱼皮花定格天然之美，安达剪纸
颇具民族风韵……黑龙江展位
前，出自名师之手的作品引得人
们驻足欣赏，拍照留念。闭幕式
上，我省代表团中的首批乡村工
匠名师孙艳玲荣获乡村工匠名师

“最佳人气奖”。

前不久，我省 10人上榜由农
业农村部等7部门共同确定的第
一批乡村工匠名师。本次活动中
的乡村工匠名师展区内，这10位
名师的代表作品齐齐参展。我省
代表团中的孙艳玲、王春艳、孙秀
英、王桂荣 4 位名师参与了中央
展台现场展演和我省展区技能技
艺交流。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一位
工作人员在孙艳玲的展台前驻足
良久，他告诉记者，自己负责第一
批乡村工匠名师风采录的编写工
作，所以对黑龙江的名师们的名
字很熟悉，但与名师面对面交流
还是第一次。“事迹感人，作品动
人！”这位工作人员如此评价黑龙
江的名师们。

孙艳玲介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满族刺绣·渤海靺鞨绣
是根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满族
祖先的传统民间手工刺绣，作品
制作技艺精良考究，制作风格散
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惟妙惟肖，
观者如临其境，被誉为‘刺绣中的
油画’。”

一袭满族服饰“端坐”展台
前，一根绣花针细细织就，王春艳
正在展示的是北安乌鱼绣的针法
技艺。一位来自四川的乡村工匠
名师弯下腰仔细端详操作台后，
对着王春艳竖起了大拇指，“针法
太精细了，我是做木器制作的，咱
们留个联系方式，以后常合作！”

王春艳说，自己从普通农民
工到非遗传承人再到乡村工匠
名师，她用从小耳濡目染用心习
得的针线活，开启了传统文化技
艺的保护传承事业。从十几人
的小小绣坊到技能大师工作室
再到多个乌鱼绣培训基地，她将
非遗事业打造成文化产业，带
动了家乡的绣娘走上技能致富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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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您剪一只小狗吧！”展台前，已
过花甲之年的孙秀英戴起眼镜，手拿剪
刀上下翻飞，不多时便在红色宣纸上剪
出了两只活灵活现的小狗。

孙秀英说，剪纸是一种镂空的艺术，
给人以透空的视觉和美的享受，安达剪
纸突破传统工艺，大胆创新，形成了独树
一帜的剪纸艺术风格。40 余载的艺术
时光中，孙秀英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技艺，
她创办的学校培养出上千名剪纸艺术人
才，成立近10年的孙秀英剪纸艺术博物
馆累计接待各界群众达几万人，为本地
非物质文化传承作出了突出贡献。

黑龙江展位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王桂荣和她的赫哲族鱼
皮制作技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鱼皮
花、鱼皮衣、鱼皮饰品……在王桂荣的手
中，一张张鱼皮宛若新生，以全新的形态

“活了起来”。
“我从小生活在江边，对各种鱼类非

常了解。”曾经几近消失的鱼皮制作技
艺，在王桂荣的努力下走向了世界舞台，

多次参加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目前她共
带出市级传承人 9 人，县级传承人 21
人。从“个体传承”到“师带徒”再发展到

“人群传承”，这项事业对王桂荣来说不
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守住文脉，守住历
史，守住民族的自信。

兴文化 龙江有传承

9日上午，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张国义在省（区、市）乡村工匠培育经
验交流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说：“黑龙江
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传承发展优秀传
统文化，探索建立乡村工匠培育机制，不
断激发广大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创新
创造活力，全省涌现出一批乡村工匠名
师，领办创办一批特色企业，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注入动力。”

据介绍，我省围绕国家“双百双千”
工程，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
目标，“十四五”期间，着力打造一批技能
技艺精湛、带动产业就业明显、善经营会
管理的高素质乡村工匠队伍。目前，全

省培育认定乡村工匠 247 名，其中第一
批乡村工匠名师10名。

此外，我省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工作
推进机制和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上下分
工协作，横向密切配合，形成了培育乡村
工匠的浓厚氛围。目前，全省各级乡村
工匠领办创办企业103个，工作室28个，
培训从业人员 2.55 万人次，带动近 2 万
人实现就业。

“下一步，我省将以本次大赛为契
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优化政
策举措，不断激发乡村工匠创办领办企
业活力，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品牌影响
力，为促进脱贫人口就业增收和乡村全
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张国义表示。

育人才 龙江有担当

↑我省代表团亮相乡村工匠技能技艺
展示交流活动。

孙艳玲。 王春艳（左）展示乌鱼绣技艺。

孙秀英（右）展示剪纸技艺。

非遗作品。

参展客商品尝产品洽谈业务。

←王桂荣（右一）分享鱼皮制作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