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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现场现场

□文/本报记者 唐海兵
摄/本报记者 张春雷

盛夏，草木葱茏、百花盛开，正是蜜蜂采蜜的
好时节。走进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东兴林场，上百
箱规格统一的木质蜂箱整齐排列，蜂箱周围，勤劳
的蜜蜂们正忙碌地搬运着甜蜜果实，发出嗡嗡的
声响。

“别看我们的蜂箱是放在林场院子里，但是我
们林场周边的蜜源特别多，蜜蜂们可以飞出几公
里以外采集天然花蜜。”东兴林场场长孙奎介绍，
东兴林场生态环境良好，林木资源丰富，有林地面
积 3786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55.4％以上。2014年
东兴林场被确定为黑龙江省野生梅花鹿自然保护
区后，更是对保护区内的生态资源进行了更为细
致的维护，无环境污染及人为打扰，是绝佳的蜜源
采集地。

2023 年，东兴林场为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理
念，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林下养蜂产业，通过“党
建+产业+蜂农”方式，鼓励职工加入养蜂队伍，拟
定优惠政策、提供帮扶资金、组织技术培训，不断
激发职工创业热情，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转换的甜蜜增收之路。

“我们的蜂蜜色泽金黄、口味独特、纯净无杂
质，市场销售的情况非常好。”孙奎介绍，蜂场占地
面积 3000 平方米，各式灌装检测设备一应俱全，
现有加工包装车间、工作间、储藏库各一处，满箱
蜜蜂100箱，年可产鲜蜂蜜6000斤，按市场销售价
格每斤 60元计算，可实现年产值 36万元，创利润
16 万元。蜜蜂产业还可带动林场职工家属实现
当地就业，人均年增收5000元左右。

孙奎表示，2024年林场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养殖规模，发展商品壮蜂200箱，实现年产
蜂蜜 12000斤、创产值 72万元。通过标准化和品
牌化建设，将生态红利转化为经济红利，带领林场
职工用好这份增收“蜜”方，做大做强甜蜜事业。

林下蜂产业
致富有“蜜”方

本报讯（记者梁金池）黑龙江省农业行业协会
工作培训会议日前在哈尔滨市举行，现场发布了
黑龙江省智慧农场、智慧设施、智慧牧场、智慧渔
场建设指南及智慧农业优秀案例，智慧农业有关
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现场启动黑龙江省智慧农
业创新应用大赛。

会上，黑龙江省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会、黑龙江

省大豆协会、黑龙江省奶业协会、黑龙江省生猪产
业联合会、黑龙江省玉米协会 5 家典型单位作经
验交流发言。

现场发布我省大田种植智慧农场、设施种植
智慧农场、智慧牧场和智慧渔场的四项建设指南。
黑龙江省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全
新介绍，四项指南一共包含15类数据要素，生产场

景中罗列36种物联网设备，技术参数中提出54项指
标，这些平台、设备及其数据将统一归集省农业农村
厅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价值再度挖掘与应用。

此外，来自北大荒农垦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中
国联通智慧农业军团等 10 家单位的项目入选智
慧农业优秀案例，联通（黑龙江）产业互联网有限
公司等5组省内外智慧农业有关企业现场签约。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文德表示，
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
纽带，具有熟悉行业、贴近企业的独特优势，是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农业行业协会
要在规范壮大协会、强化服务意识、推动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下功夫，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更加饱
满的姿态为全省现代农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四项智慧农业建设指南发布

□文/本报记者 周静 摄/陈峰

农忙正当时。在克山县河南乡，一块块“一米
园”、一排排“半分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成了人
们解锁乡野农趣，感受慢生活的理想之地。

克山县克山镇居民刘弋宁在二河村认领了一
块“半分田”，“一想到能够吃到自己种的蔬菜，就
非常开心，周末与孩子一起耕作、一起品尝农家
饭，别提有多惬意了。”刘弋宁满意地说。

河南乡以发展绿色有机果蔬、鲜食玉米、优质
畜产品等为重点，把定制农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发展方式，因村制宜探索出托管定制、认领定
制、订单式定制、会员定制、众筹定制五种定制模
式。定制农业捷报也是一条接一条：二河村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与县内超市签订了销售协议，实现专柜
专卖；永兴村、公政村农户与食品公司签订甜糯玉
米种植订单；联合村养殖户与县内居民签订笨猪养
殖订单；永兴村养殖户与哈尔滨铁锅炖连锁餐饮公
司签订大鹅养殖订单……

截至目前，河南乡 9 个自然村积极探索适合
本土发展的定制农业模式，全乡参与农户达到
380 户，其中种植定制总面积超 520 亩，预计增收
260 余万元，养殖定制增收 250 余万元，乡村文旅
客流量增加 3 万余人，带动采摘、餐饮、电商等文
旅产业增收500多万元。下一步，河南乡党委、政
府将继续发展定制农业，打造乡村旅游、电商中心
等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推动
乡村振兴。

一米园、半分田、笨猪、大鹅……

花式“定制”
谱出乡村振兴曲

““同江模式同江模式””打通打通
河湖管护河湖管护最后一米最后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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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刘艳 王月璇 本报记者 吴玉玺作为同江市
街津口赫哲族乡
渔业村党支部书
记，尤闯在 2023
年又有了一个新
身份——渔业村
河湖长工作室主
任。工作室配备
了河湖巡护队、
宣 传 队 、保 洁
队，与尤闯一同
参与河湖管护工
作。

“ 河 湖 长 工
作室的成立，帮
助我们厘清了基
层河湖长制的工
作责任和工作程
序，让我们对河
湖管护工作有章
可循。”尤闯说。

“ 渔 业 村 是
我 们 学 习 借 鉴
‘解放模式’，创
新推出‘同江模
式’河湖管护机
制的一个先行区
试点。”佳木斯
市水务局河湖长
制工作科负责人
王继承介绍，四
川雅安名山区百
丈镇解放村探索
出来的村级河湖
管 护“ 解 放 模
式”，入选了水
利部全面推行河
长制湖长制典型
案例。同江市在
学习借鉴“解放
模式”先进经验
基础上，探索创
新“同江模式”，
将河湖长制延伸
到乡村基层河湖
管 护“ 最 后 一
米”。

渔业村，正如其名，村民们依靠
着村中丰富的水系，以打鱼为生。因
此，河湖的水生态环境质量好坏关系
到渔业产业发展和整个村子的生计。

作为河湖长工作室主任，尤闯每
天都会带着巡护队的队员们在村里
的河湖走上一圈，查看周围环境。

除了日常巡河，尤闯也会带着宣
传队走家入户发放宣传册，告诉村民
们要珍惜保护赖以为生的河湖。到
了融雪期、春耕期等河湖管护关键时
期，他还会带领保洁队沿着河道清理
各类垃圾。

“从县里到乡村，我们各级河湖
长制工作都有了一套完备的履职、巡

查、处置制度体系，村级还配备了 3
支河湖管护队伍，使我们基层的河湖
管护力量更强，全力维护好村子里河
湖的生态环境。”尤闯说。

2023 年，佳木斯市根据“解放模
式”，结合市里实际情况，制定印发了

《佳木斯市创建基层河湖管护“同江
模式”先行区工作实施方案》。渔业
村是“同江模式”先行区的试点之一，
此外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
哲族乡、同江镇以及新乐村、新颜村
也承担着“同江模式”探索创建工作。

“我们在创建‘同江模式’过程
中，避免对‘解放模式’的生搬硬套，
通过对同江市基层河湖管护工作实

际情况进行现场调研、座谈交流，进
一步探索创新河湖管护模式。”佳木
斯市水务局河湖长制工作科负责人
王继承说。

在“解放模式”村级层面实施基
础上，“同江模式”延伸至乡镇层面，
突出乡村联动，扎实提高基层河湖管
护质量和水平。

乡镇层面，依托乡镇河湖长制办
公室，挂牌成立乡镇河湖长制工作
站，进一步强化乡镇党委在河湖管护
中的领导作用，统筹各项工作开展。
村级层面，建立河湖长制工作室，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功能，保障各项工作落实。

乡村联动乡村联动————创新模式下的变与不变创新模式下的变与不变

在渔业村河湖长工作室内，区域
流域水系图、大水面养殖分布图、河湖
长工作组织框架图、河湖管护问题处
置流程图整齐摆放。

“这四张图是‘同江模式’中要求
各级河湖长工作站、室必须设立的

‘四图一册一箱’之‘四图’，此外还有
河湖长工作操作手册、河湖管护意见
箱。一方面可以为我们河湖长制工
作提供方向指导，另一方面可以及时
接收群众监督、受理涉河湖问题。”尤
闯说。

在渔业村河湖长工作室外，是村
子里的著名景点——修恩湖。夏日的

修恩湖清澈美丽，水草随波飘荡，鱼儿
在水中成群嬉戏。

“为了保护好修恩湖的生态环境，
我们的巡护队员们每天要巡湖好几
次，有垃圾就立刻清理。现在水质变
好了，鲤鱼、鳇鱼、鳌花等鱼类都在湖
中出现了，鱼肉非常鲜美，很多游客都
来我们这吃鱼。”尤闯笑着说。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渔业村每
日接待游客 15000人。当前正值渔业
村的旅游高峰期，凭借着良好的生态
环境以及丰富的渔业资源，整个村子

“生态+渔业+旅游”的路越走越畅。
截至目前，同江市 10 个乡镇、85

个行政村全部实践“同江模式”，共建
立河湖长制工作站10个、村级河湖长
制工作室 85 个，设立乡级“巡河、服
务、保护、宣传、保洁”5 支队伍共计
300人、村级“巡护、宣传、保洁”3支队
伍共计1275人。

王继承介绍，在实施“同江模式”
过程中，同江市将落脚点放在解决群
众身边的水环境污染问题上，统筹推
进幸福小微水体建设，并与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深入
挖掘河湖生态效益，积极发展绿色农
业、大水面生态渔业、乡村旅游等特色
产业。

水清业兴——“同江模式”先行区建设效果显著

2023年12月，佳木斯市河湖长制
办公室在同江市召开全市河湖基层管
护“同江模式”现场观摩会议，并同步
印发《佳木斯市河湖长制办公室关于
在全市推行基层河湖管护“同江模式”
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中，将推行“同江模
式”作为佳木斯市2024年度河湖长制
重点任务，提出在2024年11月底前制
定完成全市各乡镇级、村级的“同江模
式”实施方案。

通过现场观摩学习，佳木斯市悦
来镇副镇长宋聪很受启发：“在基层设
立河湖长工作站和工作室，能够让基
层河湖长明确职责、更好地履职尽

责。”
悦来镇共有17个行政村，其中13

个村子有河湖管护任务。悦来镇按照
《指导意见》，在实施“同江模式”过程
中，组织13个村子建立了河湖长工作
室，配备了3支队伍以及“四图一册一
箱”。

“基层河湖长该如何履职”“巡河
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在宋聪展示
的悦来镇河湖管护工作手册中，清楚
明了地介绍了基层河湖长制工作人员
在认河、巡河、治河、护河等方面的履
职内容。

悦来镇苏苏村河湖长工作室主任
齐雁飞对于“同江模式”的开展，深有

感触：“以前我们以为河湖长制工作就
是简单的巡河，组建河湖长工作室以
来，我们对于河湖长制工作的内容和
责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河湖保
护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现在大
家都在牢牢守好自己负责的河湖。”

王继承表示，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同江模式”，能够全面压实河湖基层
管护责任、加强河湖管护阵地建设，有
效提升基层河湖长履职能力，让河湖
长制在基层“最后一米”见效。市河湖
长制办公室将“同江模式”推行、运行
成效纳入河湖长制工作年度考核内
容，确保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人和”的河湖管护目标。

以点带面以点带面————从县级实践到全市推行从县级实践到全市推行

渔业村河湖长工
作室。

修恩湖。

二河村半分田二河村半分田。。

蜂农在工作中。

（接上期）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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