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4日，甘南县中兴乡绿化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迎来
了春耕的收尾阶段，理事长张书康指挥农机手将最后一
块大豆田播种完。“我们县属于黑龙江省西部的半干旱地
区，常年降水在 420毫米左右，春旱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年
我们与省农科院齐齐哈尔分院的专家团队合作，针对区
域特点量身定制了一套科技增粮工作实施方案。”张书康
说。

省农科院齐齐哈尔分院大豆研究所所长袁明介绍，
服务团的专家们利用省农科院的品种和技术优势，为甘

南县选择了抗旱、产量性状好的优质大豆品种“合农 85”，
并将大垄密植高产栽培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大豆根瘤
菌增产技术、大豆绿色病虫草害植保防控技术等进行集
成示范，形成以品种为核心、以技术为依托的综合高效增
产体系。

据介绍，今年省农科院科技增粮服务团在该区域落
实了 10000亩大豆高产示范区，其中包括 2000亩水肥一体
化示范、8000 亩根瘤菌拌种及大豆绿色增产高效技术示
范。

甘南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春雨表示，希望通过与
省农科院的合作，以绿化村为试点，辐射带动本县周边乡
村农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以农业科技促进“五良”融合。

方案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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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静

“民非谷不食，谷非
地不生。”耕地作为粮食
生产的“命根子”，对丰
产增收起到决定性作
用。黑龙江省黑土耕地
保护协同创新推广体系
（以下简称“黑土耕地体
系”）的专家们不断升级
黑 土 地 保 护“ 龙 江 模
式”，推进中国科学院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实
施，夯实我省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中的“压舱
石”和“稳压器”作用。5
月 30 日，记者采访了黑
土耕地体系首席专家韩
晓增。

韩晓增表示，2024
年黑土耕地体系将着重
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
面是把黑土地保护利用
的一些技术嫁接到高标
准农田建设中去，农田
生产环境得到改善的同
时，肥力、地力也得到大
幅度提升，让高标准农
田更高产；另一方面是
结合盐碱地改良和综合
利用进行黑土地保护，
实现中低产田的产量提
升。

韩晓增介绍，我省
如果全部解决内涝问
题，将释放大约 60亿斤
的粮食产能。所以结合
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内
涝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内涝？韩晓增
告诉记者，主要是深翻深松，增加土壤保水蓄水
能力，其次就是要平整土地。提高土壤肥力方
面，在应用“龙江模式”秸秆深翻深混的基础上，
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使黑土层变厚、变软、变
肥。同时也要合理使用测土配方施肥，各种措
施进行精准搭配，节本增效，实现农业智能化生
产，使整个农田的生产力有一个大幅度的提
高。这也是黑土耕地体系专家在设想的“龙江
模式”由 1.0向 2.0转变的一个根本性措施。目
前在黑河市爱辉区等地建立统筹技术统筹实施
的示范基地，预计将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一方面我们要向高标准农田要产量，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提升中低产田的综合产能。”韩
晓增说，盐碱地改良和综合利用主要也分成两
部分。一个是水田部分，利用我们黑龙江省南
部、中部和北部引嫩工程，将嫩江的淡水引入到
松嫩平原盐碱比较重的地区，将优质的淡水注
入到农田中，同时经过搅浆，建立水田的淡化表
层，有利于水稻生产。最后通过排水减轻整个
区域的盐碱总量。在微观上来讲，我们在水稻
种植过程中，通过淡水的管理和耕作相结合，淡
化表层，降低盐碱为害程度。同时在盐碱地里
增加水稻秸秆还田和增施有机肥，有利于土壤
团聚结构形成，对洗盐降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
用。二是在旱田这部分，又分成两种。一种是
生产粮食作物的这一部分农田，主要是采用保
护性耕作措施，在部分低洼易涝的地方，秋季使
用深翻，割断农田毛管水，防止返盐，使盐碱反
应程度大幅度减轻。在一些盐碱比较重的旱地
实行客土改良，增施有机肥，增加抗盐碱、耐旱
的品种，以此实现盐碱地高效利用，使盐碱地地
区的粮食单产大幅度提升。另外一部分是草
原，主要是浅翻轻耙改良盐碱草地。在被破坏
的盐癍碱癍土壤上主要实行羊草移栽，控制地
表裸露盐碱加重情况。羊草（碱草）作为先锋植
物能够覆盖盐癍碱癍土壤，使草原覆盖度增加，
增加草原产草的种类和产量。

黑
土
耕
地
体
系
首
席
专
家
韩
晓
增

双
向
发
力
护
黑
土
提
产
能

据央视网 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
安全保障法》正式施行。该法是为了保障粮食
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
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
安全，于2023年12月29日公布的法律。

粮食安全保障法立足我国国情、粮情，聚焦
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等环节
以及粮食应急、节约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建立
和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是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
性法律。

粮食安全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加强耕地
保护和推进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要抓住
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实
施，明确加强耕地保护，要求划定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使国家藏粮
于地的战略有了法律保障。同时，明确维护种
业安全，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加强粮食
作物种子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建设国家农业种
子资源库，健全国家良种繁育体系，推进粮食作
物种子资源保护与管理信息化建设，提升供种
保障能力，使藏粮于技有了法律保障。

粮食安全保障法
正式施行

本报讯（记者梁金池）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业
农村部《官方兽医依法履职规范》，指导官方兽
医严格依法履职，省农业农村厅提示全省兽医
做到“五要五不要”。

“五要”：要严格依法、公正文明履行职责，
做到严守纪律，勤勉敬业。要按照检疫规程规
定，实施动物检疫工作；对检疫合格的，出具检
疫证明；对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
单。要依法对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且具备补检
条件的动物、动物产品实施补检。要严格管理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系统账号。要严格管理、规
范使用动物检疫证章标志，准确填写动物检疫
工作记录并及时上交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统一保
存。

“五不要”：不要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不要违反动物检疫规定，出借或者借用
出证账号，为他人冒用账号提供便利。不要转
让动物检疫证章标志。不要在检疫过程中协
助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不要对
附有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的动物、动物产品重
复检疫。

@全省兽医
做到“五要五不要”

在铁力市满江红村，村里 85%以上
的农户都在种植平贝，这种形似珍珠的
寒地龙药装点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去
年，满江红村平贝迎来大丰收，产量超过
3000 吨，产值达到约 1.3 亿元。在满江
红村的辐射带动下，铁力市有近40个村
屯种植平贝，总面积超过1万亩。

如今，铁力平贝成功入选中国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全省首批“土特产”名
录。在平贝产业的带动下，铁力市人
参、北五味子等寒地龙药的种植、加工
产业发展也逐步稳健，目前已经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寒地龙药种、产、销产业发
展之路。据统计，2023年铁力市寒地龙
药总种植面积约 10.6 万亩，产值达到
13.36亿元。

伊春市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践行大
食物观先行地目标，坚持向森林要食物，
全方位多途径开发森林食物资源，聚焦
建设生态森林食品供应基地、冷水鱼产
品生产供应基地、寒地果蔬生产基地和
生物产业基地“四个基地”，在保障粮食
安全供给前提下，进一步扩大食物来源、
增加食物总量。

此外，伊春市还大力发展以生猪、
禽、羊为重点的常规养殖和以毛皮动物、
鹿、蜂为重点的特色养殖，建有森林猪、
雪貂、湖羊等120个特色养殖基地，构建
起“常规+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格局。金
新农、新希望等“百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相继落地，伊春森工建成标准化湖羊养
殖基地15个。

构建多元化森林食品体系

让更多森林食品让更多森林食品
摆上百姓餐桌摆上百姓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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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十三届
哈洽会上，伊春市展馆里的森林食
品展区成为一大亮点，桦树汁、红松

籽、食品菌、蜂蜜等森林食品受到客商们
的一致青睐和好评。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伊春市放大农林
一体、绿色有机优势，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让更多的“森林热量”“森林蛋白”从林
间走向餐桌，在全省率先打造践行大食物
观“先行地”，以桦树汁、刺五加为突破口，

通过示范带动强基地、育龙头、延
链条、拓市场。

□文/摄 本报记者 吴玉玺

在伊春桦肽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车间里一瓶瓶
桦树汁被包装成箱，销往全国各地。打开一瓶桦树
汁，入口清新，风味独特。“我们的桦树汁产品全部
源自伊春市的白桦树林，其特点是原生态、纯绿色，
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企业总经理胡子涵介绍。

据了解，伊春市白桦林面积达到 24.87万公顷，
每年桦树汁可采集量达 27 万吨。伊春市积极推动

“产、加、销”全链条发展，持续叫响伊春桦树汁产品
品牌，成功入选黑龙江“九珍十八品”名录。

不仅仅是桦树汁产品，越来越多的林产品走出
大山，被送到了更多家庭的餐桌上。

“我们把大家常在野地里挖的山野菜，打造成
为了一项新产业。”黑龙江伊春森工新青林业局
公司松林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勇说。

在新青林业局公司松林生态茶文化园，一进门
就能闻到阵阵茶香，经过加工的刺五加茶被分拣到
一个个小罐内。李勇介绍，通过与福建省武夷山市
的茶叶研究机构合作，小兴安岭的刺五加、暴马丁
香、蒲公英等特产与武夷山大红袍制茶工艺相结
合，形成了特色生态茶品牌。

截至目前，伊春市建有浆果、坚果、山野菜、食用
菌等特色种植基地180个，25款产品入选黑龙江“九
珍十八品”名录。此外，伊春市入选农产品供应链
体系建设试点，荣获“森林生态食品之都”称号。

依托森林资源
打造明星产品

近年来，伊春市通过“走出去”“迎进
来”积极叫响伊春本地品牌，突出品牌优
势，推动林下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第三十三届哈洽会上，以越橘、忠
芝等企业为代表的蓝莓系列产品，以伊
春森工、桦肽、雨晓生物科技等企业为代
表的桦树汁系列产品，以中盟、北货郎、
伊纯企业为代表的红松籽系列、食用菌、
蜂蜜等山特产品，以林宝、臻津北药企业
为代表的林都北药等惊艳亮相。伊春市
共有 18 家企业，8 大类别几百种产品参
展，充分展示了伊春市生态旅游、森林食
品、林都北药以及创意设计产业等方面
取得的成果，持续放大品牌效应，拓宽销
售市场。

黑龙江北货郎森林食品有限公司连
续多年参加哈洽会，企业总经理杜帛霖

介绍：“这次我们带来了榛蘑、猴头菇以
及有机杂粮、森林坚果等产品，原材料都
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特别高兴能代表伊
春，带着大山的热情参加此次展会。”据
了解，凭借品质优越的林产品，企业已与
多家客商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

4 月，是伊春市桦树汁采集的最佳
时期。伊春桦肽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邀
请了全国 50 多位桦树汁经销商来到伊
春市体验采集桦树汁。经销商们走进
白桦树林中，亲手采集最新鲜的桦树汁
原液，现场品尝清爽甘甜的桦树汁。“我
们这次邀请经销商体验桦树汁采集，实
地了解伊春市桦树汁的资源优势、产业
优势、产品优势。希望进一步扩大桦树
汁销售渠道，助力桦树汁产业发展。”胡
子涵说。

迎进来走出去扩大品牌影响力

科技增粮科技增粮 农技专家开农技专家开良方良方

□文/摄
本报记者 梁金池

“春争日，夏争时。”
当前，全省工作重心转
入田间管理阶段，有这
样一支专家队伍始终活
跃在田间一线，为农户
送上贴心的技术指导，
给各地农业发展出谋划
策，他们就是黑龙江省
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
“省农科院”）科技增粮
专家服务团。

记者从省农科院科
技推广处了解到，2024
科技增粮产能提升示范
工程启动以来，省农科
院共组织 16 个分院
（所）、30个专家服务团
奔赴30个项目实施地
开展科技增粮工作。近
日，记者来到甘南、依安
两县，看农技专家如何
开“良方”。

“小满”过后，依安县上游乡
红五月村的田间依然热闹，在阵
阵轰鸣声中，三台大型播种机完
成了鲜食玉米的播种作业。而在
一个月之前，依安县红星乡红星
村的 1000 亩土地已经完成了鲜
食玉米的播种，此时玉米秧苗已
经长到三叶一心。

“依安县因盛产优质鲜食玉
米而远近闻名，其中少不了农业
科技的加持。”省农科院克山分院
玉米研究所所长何长安介绍，今年
他作为依安专家服务团的一员，为
这里的鲜食玉米设计了全套的生
产技术方案，错期播种就是其中的
一项。“错期播种是根据当地积温
的高低及选择的品种进行分批次
播种，这样既可以延长鲜食玉米的
上市时间，又可以缓解因作物大量
集中采收而导致工厂加工压力大
的情况。”何长安说。

“农业生产只有不断加大科
技的投入，才能实现规模化、现
代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北纬四
十七绿色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农
业种植事业部副总经理郑春秀

介绍，企业自成立以来，省
农科院的专家团队就对鲜

食玉米科学密植、合理
施肥给予了大量的技
术支持，生产出的玉米
在后期加工时收获了
更优良的表现，以此带
动当地农业发展、农民
增收和乡村振兴。

科技全程赋能

如何更好发挥农业科技的稳产增产优势，助推我省粮食
产量再上新台阶，这是省农科院科技增粮专家服务团与各个
项目实施地共同探索解答的问题。

记者从省农科院科技推广处了解到，今年省农科院与大
庆市人民政府、齐齐哈尔市农业农村局、佳木斯市农业农村
局、绥化市农业农村局、鸡西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发布《关于推
进科技增粮工作的通知》，与北大荒集团、龙江森工集团开展
多次对接，在22个县（市、区）、5个农场、2个林业局及佳木斯
农高区等30个项目实施地开展科技增粮工作。

“我们采取‘一所（院）牵头、多单位参与’的服务机制，各
个专家服务团负责具体任务实施，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一地
一策的综合性科技增粮实施方案。”省农科院科技推广处副处
长李禹尧说。

据了解，省农科院立足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要粮食作
物，科学搭配种植品种，落实关键技术，建设主要粮食作物示
范区。目前已经落实114个百亩攻关田、140个千亩示范方、7
个万亩创建片，其中 107 个大豆示范地块、61 个水稻示范地
块，127个玉米示范地块。

“备春耕与春耕期间，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技术指
导服务工作，各专家服务团深入一线开展现场技术指导服务
77 次，服务人数 651 人，并组建了 57 个微信服务群开展实时
服务。接下来我们还将与各项目实施地在良种选育、良技推
广、地力提升、模式创新等方面持续展开合作，为全省主要粮
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贡献力量。”李禹尧说。

齐心协力攻关

依安县红星乡红星村鲜食玉米
种植基地。

依安县上游乡红五月村鲜食玉米播种作业。

省农科院科技增粮专家服务团在田间农技指导。

省农科院科技增粮专家服务团与企业交流。

桦树汁采集桦树汁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