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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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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快讯

本报讯（记 者梁金池）15 日 至 16 日 ，2024
第二届黑龙江省畜牧产业运动会暨首届黑龙
江省畜牧产业“产学研”供需推介会在东北农
业大学举办，通过举行运动竞赛、人才招聘、成
果转化展示和银保企对接四项活动，促进我省
畜牧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和高质量可持续健康
发展。

15 日，首届黑龙江省畜牧产业“产学研”供
需推介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体育馆正式启动，9 家
企业、银保机构、高校代表进行了成果路演，此
外活动还设置了洽谈区、人才招聘区、银保企业
务对接专区，来自省内外 81 家企业代表、省内高
校毕业生以及科研院所代表等进行面对面沟
通。

16 日，2024 第二届黑龙江省畜牧产业运动
会在东北农业大学体育场拉开帷幕，来自省内
畜牧行业的业务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及相
关上下游行业商协会、供给侧企业分别组成 42
支队伍，参加人数达 2000 余人，参与竞技项目 5
个，趣味项目 10 个。最终每个项目决出前三名，
此外还颁发了团队优秀组织奖、精神文明奖等
奖项。

黑龙江省饲料工业协会秘书长贺山介绍，本
次活动由黑龙江省畜牧业协会、黑龙江省奶业
协会、黑龙江省饲料工业协会主办，目的是为我
省畜牧行业进步、产业升级打造“产学研”深度
融合价值平台，更好地探讨“产学研“合作的新
思路，进一步激发畜牧业发展活力。

“产学研”平台
赋能畜牧业发展

本报讯（记 者梁金池）今 年 6 月 是 第 23 个
全 国“ 安 全 生 产 月 ”。 14 日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在
虎林市举办了 2024 年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
演练暨农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以

“ 人 人 讲 安 全 个 个 会 应 急 —— 畅 通 生 命 通
道 ”为 主 题 ，分 为 农 机 事 故 应 急 救 援 演 练 、农
机 安 全 宣 传 咨 询 、2023 年 全 国“ 平 安 农 机 ”示
范县授牌仪式三个环节。

演 练 中 ，虎 林 市 农 业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大 队、
市应急局、消防大队、市公安局、120 急救中心
等 部 门 参 演 人 员 按 照 农 机 事 故 应 急 处 置 预
案，迅速开展了应急处置工作。

演 练 结 束 后 举 行 了 农 机“ 安 全 宣 传 咨 询
日 ”活 动 ，设 立 了 农 机 安 全 宣 传 咨 询 台 ，通 过
现 场 解 答 、展 板 展 示 、发 放 宣 传 材 料 等 方 式 ，
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农机安全生产法规和安
全 操 作 知 识 ，讲 解 农 机 领 域 安 全 隐 患 的 危 害
性，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树
立 安 全 就 是 效 益 的 理 念 ，确 保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二 级 巡 视 员 尹 文 杰 介 绍 ，
去 年 以 来 ，全 省 上 下 聚 焦 农 机 安 全 网 格 化 管
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警农联合”常态化执
法、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专项清查、安全宣传
培 训 等 关 键 环 节 ，精 准 施 策 ，集 中 发 力 ，农 机
安 全 监 管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农 机 安 全 生 产 形 势
稳定向好。

应急演练
畅通生命通道

本报讯（记者周静）15 日，2024 黑
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暨 2024 年“村
BA”球王争霸赛黑龙江赛区揭幕赛在
哈尔滨尚志市举办，标志着黑龙江省农
村篮球赛事全面开赛，也推动着“大地
流彩——黑龙江省乡村文化振兴在行
动”迈出重要步伐。此次揭幕赛在尚志
市代表队和上届全国“村 BA”冠军队湖
南梅山战神代表队间展开。

年初，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
文联共同启动开展了“大地流彩——黑
龙江省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采取“主
场活动+系列活动”的形式，省市县乡
村五级联动，省级层面将开展农民文化
艺术节、“四季”村晚、农民广场舞展演、

“村 BA”篮球赛、农民文艺作品展、农民
健康跑六项重点活动。各市（地）、县

（市、区）将结合地方特色优势，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因地制宜组织开展近百
场丰富多彩的乡村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本次黑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赛是

“大地流彩——黑龙江省乡村文化振兴
在行动”省级层面重点赛事之一，
共包括省级揭幕赛、县级基层赛、
市级选拔赛、省级总决赛四部分。
省级总决赛由各市（地）、省农
垦集团、省森工集团选拔十余
支队伍参与角逐，最后胜出的
两支球队将代表黑龙江奔赴
贵州参加 2024 年全国“村 BA”
球王争霸赛。

本次赛事坚持群众性、自
愿 性 、公 益 性 、乡 土 性 、安 全
性、节俭性原则，让农民当主
角、农村作舞台，自觉把文体
活动与农事农季、民俗节庆结
合起来，与乡土文化展示、农
产 品 展 销 、乡 村 旅 游 结 合 起
来，真正把文体赛事办成农民群
众 的 狂 欢 节 、乡 村 文 化 的 竞 技
场，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有
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和美乡村篮球赛开赛

□文/本报记者 梁金池
摄/本报记者 刘心杨

13 日，“普法宣传——农业法进校园”活动在东
北农业大学举办，该活动由省人大农林委主办，东
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现场进行了农业法普法授
课，分享学习贯彻农业法经验做法，并进行了互动
问答。

活动中，省人大农林委委员刘娣立足自身专业，
从东北农业大学学情出发，以《猪八戒和他的兄弟
们》为题，从解读猪种资源保护利用相关法律法规
等内容切入，围绕中国养猪历史与文化、中国猪种
资源的优良特性等为现场师生进行了专题授课。

省人大农林委干部李一诺以《美丽乡村行 法治
促振兴》为题，从农业法的重要意义、浙江“千万工
程”先进经验、我省粮食生产情况、实施千万吨粮食
增产计划的实现路径和法治保障五个方面分享了
学习贯彻农业法经验做法。

东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贺景平介绍，该校全
面落实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坚持
依法治校、依法办学，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 普 法 宣 传 教 育 ，形 成 了 浓 厚 的 学 校 法 治 文 化 氛
围，接下来学校将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教育宣传，发
挥优势特色，更好地做好农业法普法宣传。

省人大机关二级巡视员荣丽颖表示，本次活动
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宣传教育决议的一项
具体举措，是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持续提升公民法
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形成全社会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的一项具体行动。本次活动
就是希望农业工作者群体以及各方共同努力，让法
治成为龙江农业发展核心竞争力，奋力开创龙江高
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局面。

农业法进校园

精彩精彩““篮篮””不住不住。。图片由省农业农村厅提供图片由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又是一年黑木耳丰收季，
走进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帽
儿山林场，风景秀丽、依山傍
水的林地旁，排列整齐的黑木
耳菌包正沐浴在阳光下，绽放
出层层叠叠的“致富花”。

“今年黑木耳长势特别
好，又黑又亮，市场价格也不
错，工人们都在抓紧时间采
摘。”帽儿山林场黑木耳产业
负责人田成龙说。

近年来，我省林区深入实
施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
发展战略，依托广袤的森林资
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形成
了林果、林菜、林菌、林药、林
粮和林下畜禽养殖等多种优
势特色发展模式。林上采、林
间种、林下养、林间游……老
林区正逐渐焕发新活力。

林
上
采林

间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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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6 月中旬，走进尚志管局老街基林场榆黄蘑
大棚，一朵朵金黄的榆黄蘑像花团一样簇拥在菌
棒上，颜色鲜艳诱人。

“我们从去年开始把黑木耳大棚改造了，发
展榆黄蘑产业，目前蘑菇的长势和销量都非常
好。”老街基林场场长韩金胜介绍，榆黄蘑又名
金顶侧耳、金顶蘑、玉皇蘑、黄金菇，是东北土特
产，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
分，味道鲜美，市场前景广阔。

“与种植黑木耳相比，榆黄蘑的生长力强、
出 菇 速 度 快 、管 理 成 本 低 、生 产 周 期 长 。”老 街
基林场产业技术副场长李志强介绍，榆黄蘑在
3 月份栽培，4 月份就可出菇，一直能采摘到 8 月

份。如果用上暖棚，10 月份还可以栽培一茬榆
黄 蘑 ，用 来 供 应 春 节 市 场 ，供 不 应 求 。“ 每 袋 菌
包可产鲜蘑 4 斤至 5 斤，按批发价每斤 5 元左右
算，预计每栋大棚的利润能有 4 万元左右。”李
志强说。

李志强告诉记者，大棚的收益全部归老街基
林场的管护员所有。如今，管护员张军成在完成
每 天 的 巡 护 任 务 后 ，都 会 来 帮 忙 采 摘 榆 黄 蘑 。

“感谢林场为我们管护员开辟了这样一个好项
目，现在我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日子一年比
一年好，不仅巡山护林的劲头更足，身边的家人
也跟着有事干，身为林场职工真的太幸福了。”
张军成说。

金黄蘑菇“钱”景看好

老林区里致富忙老林区里致富忙

6 月中旬，走进齐齐哈尔市发
展林场沙棘（白芍）种植基地，一列
列沙棘丛中，穿插着一片片的白芍
花，粉白相间，美不胜收。

发展林场副场长王立军介绍，
沙棘（白芍）种植基地建于 2020年，
采用林果、林药间作的模式兼顾长
短期效益，高效利用林地资源。

“沙棘的品种是俄罗斯大果沙
棘，去年已进入结果期，之后会逐
年丰产，丰产期预计每公顷产果量
可达 10吨至 15吨。白芍是多年生
的中草药，2025 年也将进入收获
期。”王立军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
来，齐齐哈尔市发展林场以“产业
兴场”为目标，大力发展林下中草
药种植产业，打通生态价值、经济

价值转换渠道。林场现有中草药
种植在田面积 4938 亩，其中白芍
4033亩、赤芍 905亩，每年可实现产
值 1200余万元。

“我们带领中草药种植户到安
徽等药材种植集散地考察学习，
也鼓励种植户成立中草药种植合
作社，实现规模化种植和经营。
目前林场的中草药种植产业每年
可带动就业 150 余人，林场职工年
均增收 2万元左右。”王立军说，为
保证产出药材能够及时收储和加
工，缓解药材集中上市价格偏低
或滞销的风险，林场还在谋划建
设晾晒场、生产加工车间和冷库
仓储，不断拓宽产业发展模式，延
伸产业链条，增加产业附加值，推
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果药间作 一地双收

走进克东县爱华林场宝山站
林下养殖基地，户外，上万只白鹅
悠闲地穿梭于树林间；棚内，几千
只嫩黄的鹅雏正伴着音乐欢快起
舞。

“这是我们去年成立的林下
鹅养殖区，占地面积 300 亩。去
年一共养了 3000 只三花鹅，年产
值达到了 60 万元，今年又扩大了
面 积 ，将 养 殖 量 增 加 到 了 15000
只，力争年产值突破 300 万元。”
克东县爱华林场场长吴雪飞告诉
记者，林下养鹅不会对林地造成
破坏，而且鹅会吃林子里的杂草。

家住克东县的张艳娟是养殖
基地的外雇工人，她目前的主要
工作是给鹅雏喂食、喂水，放音乐
带着鹅雏活动，以增加抵抗力。

“去年养殖基地成立我就过
来打工了，现在一个月能赚 6000
块钱，大家都愿意过来干。”张艳

娟说。
在 距 离 养 鹅 基 地 不 远 的 地

方，记者还看到了林下藏香猪养
殖区，随着养殖工人有节奏地敲
打着喂食车，几百头藏香猪陆续
从林子内跑出来，场面热闹而喜
庆。

“这也是我们去年建设的项
目，养了 500 头藏香猪。藏香猪
体积小、不会破坏林子，而且肉质
好、价格高。今年我们也打算扩
大规模，将养殖量增加到 1000 头
至 1500 头。”一讲到接下来的计
划，吴雪飞的话语中透露出浓浓
的干劲儿，“去年我们还想建设林
下鸡养殖区，但没有建成，今年初
步计划建设 200 亩，养 10000 只林
下鸡。把林下鹅、林下猪、林下鸡
三项养殖产业连成片，形成一体
化管理模式，不断拓宽林区致富
路，带动林场增收、职工致富。”

畜禽养殖 连点成片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尚志管局帽儿山林场黑
木耳种植基地。

林下鹅养殖。

沙棘（白芍）种植基地。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中草药种植。

□文/本报记者 唐海兵
摄/本报记者 张春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