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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郭建梅 本报记者 刘大泳

5 月，走进汤原县胜利乡龙虾养殖示
范基地，基地负责人樊怀森正与工人们认
真察看龙虾的生长情况。

樊怀森是大连森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2年他通过汤原县招商引
资来到胜利乡，投资了小龙虾养殖示范基
地项目。2023年，他们积极发展稻田虾综
合种养技术，在荣丰村、胜利村试验“稻虾
共作”项目 300 亩，使亩产效益增加 1000
元。今年，胜利乡 40 户种植户计划开展

“虾稻共作”，面积达1000亩。
汤原县通过政府“架桥搭台”，开展农

业农村“双招双引”，吸引了很多像樊怀森
这样的投资者来汤原创业，不断优化乡村
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乡村人才“乘数效
应”。

“火车快不快，全凭车头带”。人才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
的有力支撑。汤原县实施“红色头雁”提升
工程，打造能发展、善作为的“头雁矩阵”，
将百万村党支部书记、示范村党支部书记、
基地村党支部书记纳入农村致富带头人培
养库重点培养。

史册是竹帘镇兴顺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他表示，参加“千万工程”交流学
习后，受益匪浅。兴顺村目前建造了 140
栋木耳大棚、40 栋蔬菜大棚、2 栋温室大

棚，产业项目每年累计带动就业百余人，人均收入 16000
元。“我们暖棚内的草莓，引进的是丹东纯 99红颜草莓，肥
料都是当地的农家肥。在春节期间我们反季节销售，草莓
卖到近百元一斤还供不应求，为农户增收不少。”史册说。

汤原镇东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三江英才”
获得者赵云，充分发挥“领头雁”作用，带领全村群众致富增
收，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成从“薄弱村”到“富裕村”的转
变，打造了占地面积 55000 平方米的东大桥村果蔬产业园
区，带动困难群众109户163人。

汤原县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外出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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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晨媛 本报记者 刘大泳

自年初鹅司令羽绒服在哈尔滨哈西万达商圈亮相以来，作
为龙江本土鹅绒制品的鹅司令羽绒服品牌知名度居高不下，备
受各方关注。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十三届哈洽会期间，鹅司令羽
绒服携60余款新产品盛装出席，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
购物体验。

动感炫酷的音乐、绚丽多彩的背景、造型各异的服饰展、活
力四射的模特秀……一场时尚范、青春风、魅力感十足的羽绒服
时装秀一经开场，瞬间燃爆全场。

黑龙江鹅司令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济民表示，新品羽绒
服装融合了传统中式元素与现代时尚感，羽绒服使用自产自养
的龙江鹅羽绒，提取鹅腹部最珍贵保暖的鹅绒，蓬松度可达
1000+，抗寒度可达-30℃。羽绒服外层使用防水面料，里层内
胆采用的是科技程度较高的高密尼斯纺无胆防绒特殊面料，配
上德国防绒针缝制技术，在结构上防绒严密，手感丰满柔软；内
里使用自发热石墨烯材料，可以快速升温锁住温度。

“今年，鹅司令服装有限公司将聚焦鹅产品品牌塑造，突出创
新抓设计，参照国际时尚设计理念，以‘北境’（Northeast）为主题，
结合-20℃至-40℃防寒等级标准，融入尔滨绿、抗联红、极寒蓝
等色彩元素，加紧设计品牌标识。”汤原县副县长杨冰介绍。

汤原县依托地处北纬47°黄金养殖带，鹅绒耐寒性高、绒朵
大、绒子含量高、蓬松度好、品质出色，在鹅产业链延伸上做出新
文章，投入资金3.3亿元支持白鹅全产业链发展。汤原县被遴选
为2023年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续建白鹅产业集群。目前，汤原县
已经形成鹅孵化、养殖、屠宰、鹅肉利用、冷链物流、鹅绒加工、羽
绒制品生产全产业链条。

“鹅司令，温暖你的冬天”，以打造羽绒服品牌为契机，汤原
县将聚焦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科技创新，积极谋划项目，强
化精准招商，着力引进一批补链强链延链的优质项目，力争将汤
原县打造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养殖领先县、龙江
本土羽绒品牌代表县、龙江大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标杆县。

鹅产业出彩“鹅司令”出圈

□葛新 本报记者 刘大泳

春耕时节，汤原县振兴乡古城村旱田地块里，210马
力凯斯拖拉机牵引着6行气吸式大豆播种机正有条不紊
地开展大豆播种作业，一粒粒种子均匀地播撒在土壤里，
开始孕育丰收希望。这是垦地合作、土地全程托管给当
地带来的新图景。

2023 年，振兴乡平原村打造垦地合作水稻示范田
350亩，当地农民腾出时间、倒出手来在村内外务工实现
增收。2024 年，振兴乡在去年垦地合作的基础上，又与
北大荒集团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签订了全流程托管土地
3000亩合同，北大荒集团先进的耕作模式为土地增产增
效夯实了基础。

今年，振兴乡古城村的 207 亩旱田委托北大荒集团
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进行全程托管，由公司为农户提供
耕、种、防、收全程服务。现代化农机加上新型的种植模
式再配套现代化管理，让参与合作的农户省心又省力、土
地增产又增收。

“把农田托管给专业农机合作社后，解决了用工难问
题，也省去购买农机设备、培养农机手的麻烦，节约了成
本，提高了种田效益。”村民李红说。

近年来，振兴乡通过积极推进垦地合作，探索实践农
业社会化服务，与北大荒集团梧桐河农场有限公司开展
全面合作，在田间地头掀起新变革，不断辐射带动周边村
屯实现农业标准化种植，用实际行动对标先进农业技术，
夯实“藏粮于地”发展战略，推进垦地双方合作共建走深
走实。

“通过垦地合作，把小农生产引入到现代化大农业的
发展轨道上，村民们感受到了大型农机设备对耕种和整
地方面的优势。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与北大荒集团梧桐
河农场有限公司的合作，充分运用进口大型农机具，达到
增产增收的效果。”振兴乡党委书记刘宁说。

目前，汤原县振兴乡垦地合作土地面积207亩，垦地
合作逐步成为该乡农民种田新趋势，为提高粮食产量、促
进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振兴乡将以垦地合作为契
机，因地制宜，通过高标准种植技术，充分发挥农业机械
力量，真正实现“做给农民看、领着农民干、带着农民赚”
目标。

垦地合作展现
农业新图景

本报讯（杨明晨 记者刘大泳）为进一步提升案件办
理质效，着力解决办案中的突出问题，提高法官审判业务
水平，今年5月，汤原县人民法院集中开展重点案件评查
工作。

此次评查重点围绕上一年度被发改案件及涉企案件
展开，评查小组对被发改及涉企案件卷宗逐一进行评查，
按照“一案一表一报告”的方式，对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
适用、裁判文书低级错误、审限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进行讨论与评价，对评查中发现的问题随查随改，对
评查结果予以通报。此次共评查被发改、发回重审案件
141件；评查涉企案件评查5件，均为合格案件。

此次重点案件评查工作及时发现重点个案中的小问
题、小矛盾、小风险，总结影响人民群众满意度、制约司法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普遍性、深层次问题，提高执法司法服
务力水平，充分发挥案件评查对审判工作的规范及促进
作用。

汤原法院
案件评查提升审判质效

□文/摄 曹竹君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于律师，我们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还应该注意防范哪
些风险？”佳木斯力佳豆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汤原县
法律服务团成员咨询。

“我给你列张清单，包括企业常见的供应链管理、保
证销售质量、建立劳动合同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法律
服务团成员于仁海律师热心细致地为咨询者答疑解惑。

近年来，汤原县立足发挥司法职能优势，向企业倾力
提供最优法律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聚焦企业发展大局，提升依法行政质效。汤原县充
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建立“县政府法律顾问+县司法
局”双重把关机制，审查项目入驻、企业增资扩股等招商
引资合同 35次，提出合法性、合理性法律意见 200余条。
全面参与重大决策事项法律咨询、论证，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让企业经营者安心经营、
放心投资、专心创业。

聚焦企业经营所需，提升法律服务质效。由律师、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等人员组建法律服务团，深入
鹅司令服装有限公司、力佳豆业、方圆国旅等9家民营企
业做普法工作，提供政策宣讲、风险分析等定制化法律服
务 16 次，围绕保护企业产权、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解答法
律咨询 25 次，发放普法宣传册 100 余份，着力构建全方
位、全领域、全生命周期的“产业链+法律服务”格局。

聚焦服务企业行为，提升行政执法质效。汤原县深
化涉企行政执法监督，开展农资、安全领域“伴随式”执法
监督2次，与县纪委监委、县检察院组成行政执法监督小
组，协同监督沟通公正文明执法情况，规范涉企执法行
为。采取座谈、电话等方式，畅通企业诉求表达渠道，收
集采纳涉企行政执法工作意见建议 2 条，全力为企业纾
困解难。

聚焦践行法治惠民，提升普法宣传质效。开展以法
律援助惠民生为主题的“劳动者流动普法课堂”，为外卖
小哥化解劳动争议、劳动报酬纠纷，讲解维权途径和方
法，解答法律咨询25人次，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办实事。

法律服务团在行动

为外卖小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外卖小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鹅司令鹅司令””新品羽绒服亮相哈洽会新品羽绒服亮相哈洽会。。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为了更好地推广山野菜饮食文
化，让更多的“森林热量”“森林蛋白”
从林间走向餐桌，前不久，首届全国山
野菜膳食创意厨艺大赛在汤原县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组参赛选手比
拼厨艺和创意，进一步推动了山野菜
饮食文化的发展及创新。

比赛现场，清脆的翻炒声，跃动
的火焰，独特的清香味，各种感官体
验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一曲独属于春
天的乐章。经过煎炒烹炸等工序，山
糜子、刺五加叶、刺嫩芽、柳蒿芽、黄
瓜香、蕨菜 6 种鲜嫩的时令山野菜，
在选手的妙手中完成了“华丽变身”，
80道精美的山野菜菜肴惊艳亮相，香
飘四溢、味道鲜美的美食，引来群众
围观。

山野菜，大自然带给汤原县的馈
赠，如今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产生经济
价值，成为当地发展绿色产业的重要
一环。

位于汤原县太平川乡西北20公

里处的新兴村，地处浅山区，是典型的
靠山村。近几年，新兴村发挥林下资
源优势，在“靠山吃山”上走出了新路
径，利用小小的山野菜实现了当地村
民的增收梦想。

仅在立夏时节生长的刺五加、刺
嫩芽、山糜子、猴腿菜、柳蒿芽等山野
菜，味道鲜美，绿色健康，历来都是市
场上的紧俏商品。近年来，汤原县持
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浅山区的村屯
里，新兴村尤其受大自然的厚爱，山野
菜的产量相对其他地区较高。

凌晨三四点钟，新兴村村民就开
始上山挖山野菜了。今年山野菜的产
量比往年有大幅度增加，山野菜成熟
期，菜市场里前来售卖山野菜的新兴
村村民逐渐增多。

据了解，村民除了零售山野菜之
外，还可以向当地的山野菜加工企业
销售。汤原县“园滋园味山特农产品
加工坊”专门做山野菜收购、加工和销
售，村民们只需要在山里采摘、挖掘山

野菜，坐在家里就可以销售，收入源源
不断地装进腰包。

“今年采摘的山野菜主要有蕨菜、
刺嫩芽、黄瓜香、柳蒿芽和猴腿菜，收
购价格最高的是刺嫩芽，一斤能卖19
块钱，价格低的是猴腿菜，一斤也能卖
3块钱，每天大概能采摘30斤左右，一
天收入将近300元。”新兴村村民肖淑
芬高兴地说。

山野菜经济的发展，不仅为村民
带来了经济收益，更形成了一条加工
产业链。

走进黑龙江呆呆婆农林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制作车间，工人们正在加
紧整理今早刚刚采收回来的山野菜。

“每天我们都去早市收购山野菜，将山
野菜处理后打好包装进行冷冻保存，
主打反季节销售，在每年的中秋节、元
旦等传统节日做成礼盒售卖。我们还
将山野菜制作成水饺，和饭店签订订
单，销量特别好。”公司创始人李红梅
向记者介绍着。

这个公司主要以生产东北特色
手工包制的黏豆包为主，以销售黑木
耳、蘑菇、蜂蜜、山野菜系列农产品为
辅。2018年，企业注册商标“槑婆”，被
推介为全国185个“中国电商扶贫联
盟重点扶持农特产品品牌”，2024年，
他们的黏豆包制作技艺被评为第八批
佳木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企业自成立以来，本着‘质量第
一、信誉至上’的宗旨，追求绿色、营
养、健康理念，全力打造‘槑婆’系列产
品。”李红梅坚定地说。

展望未来，随着消费者对山野菜
认知度的不断提高、市场需求不断扩
大，山野菜经济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
展前景，在汤原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绿色大地上，山野菜产业将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山野菜产业为
汤原带来绿色财富

□陈俐言 吴双 本报记者 刘大泳

□申文轩 本报记者 刘大泳

从清晨到傍晚，汤原县城内的
各个“口袋公园”里，遛弯健身的群
众络绎不绝。

今年，汤原县持续推进重点道路、
公园绿化、亮化工作，按照“绿不断线、
景不断链”思路，营造安全、畅通、舒
适、美观的通行环境。道路两侧、绿化
带里各有景观，城市颜值得到提升。

“凤鸣公园越来越漂亮了，路面
修缮了，小桥、亭子亮化了，每天在
这里遛弯儿赏心悦目，满满的幸福
感！”正在散步的王奶奶笑着说。夏
日里，凤鸣宝塔在灯光等映衬下更
显靓丽气派。

汤原县以“提升城市形象，营造
宜居环境”为目标，加强城市亮化、
绿化工作，利用街头空地建成“口袋
公园”11 个，加强城市绿化美化建
设；新植绿化树木 7200 株，新增绿
地 1100 平方米；加强绿化日常管理
工作，提高了园林景观绿化效果，
有效保护了绿化成果。目前，县城
里亮灯率达到 98%以上，通过灯光
与建筑、灯光与植物、灯光与景观
搭配，展现高品质城镇形象。

在城市改造提升过程中，汤原
县住建局注重与市民沟通、互动，
积极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不断
完善优化绿化亮化工作。通过市民
参与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

城市绿化亮化工作中来，共同为美
丽汤原的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经过绿化亮化后，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夜晚的街道更加璀璨夺
目，让人感受到了城市的魅力和活
力。同时，绿化亮化工作也为市民
提供了一个更加舒适、宜人的生活
环境，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汤原县住建局副局长刘智海
表示。

今年，汤原县将继续对重点区域
沿线开展道路维护更新、绿化提质增
彩、立面更新美化、亮化提靓增颜等
工作，为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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