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要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
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率先实现农业
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经营管理现代
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强化数字
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
准农田，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把发展农业科
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
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进现代种业提
升工程，配套推广先进适用科技和高端农机装
备，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发
展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打造食品和饲料
产业集群，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益。加快推进
乡村振兴，让农村具备现代化生产生活条件。

黑龙江以黑龙江以““四个农业四个农业””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以科技农业为支撑以科技农业为支撑，，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领跑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领跑全国。。获批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获批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国家级制种大县和区国家级制种大县和区
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达到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达到1919个个，，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全覆盖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全覆盖。。

以绿色农业为导向以绿色农业为导向，，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推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均居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均居
全国首位全国首位。。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20232023年末年末，，全省奶牛存栏量居全国第全省奶牛存栏量居全国第44位位，，生鲜乳产量居全国第生鲜乳产量居全国第33位位。。

以质量农业为根本以质量农业为根本，，出台深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建设工作方案出台深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省建设工作方案，，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1515个个、、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化示范基地准化示范基地88个个。。扎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扎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省级食用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八年稳定在省级食用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八年稳定在9898%%以上以上，，高于全国平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均水平。。

以品牌农业为引领以品牌农业为引领，，打造培育打造培育““黑土优品黑土优品””公共品牌公共品牌，，截至目前截至目前，，378378家企业的家企业的923923款产品获得款产品获得““黑土优品黑土优品””标识授权标识授权，，组织组织““黑土优黑土优
品品””一线城市品牌行活动一线城市品牌行活动，，授权产品销售额已突破授权产品销售额已突破7575亿元亿元。。

万亩广袤农场，没有一
个农民下地，茄子树长到十
几米，还能一棵树挂多种
果，数十种水培蔬菜，全年
不间断生产……这些看似
反常的现象，实则是黑龙江
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鲜事。

“我们的垂直蔬菜植物
工厂全年水培蔬菜生产可

达20茬以上，蔬菜亩产超过2万斤。”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主任张少波说，这种高效、环保的栽培模式实现了土
地的集约化利用，大幅提高了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园区始终
牢记总书记嘱托，在良种、良法、良田方面开展试验研究，探索
黑土地保护技术，增强黑土地的耕地质量，促进农业生产可持
续发展。”

如今，这里再次交出了喜人的成绩单。园区近年来积极
与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了一系列
水稻分子育种技术研究，利用人工气候室，农场成功开展了绿
色超级稻育种和水稻品种抗性鉴定工作，筛选出了适合本地
区生长的高产、优质、多抗水稻品系20多个。

走进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二楼，一张写有“数字七
星”的巨大电子屏幕映入眼帘，这里是整个七星农场的“大
脑”。通过集成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从作
物种植到产品加工、销售的全链条智能化管理。无人机巡检、
自动驾驶农机作业、智能仓储物流……一系列高科技手段的
应用，让七星农场管理更加高效，科技化更明显，更具优势。

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袁昌
盛介绍，为了实现智慧农业的深度应用与持续发展，七星农场
与北大荒信息公司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进数据归集和治理
工作。重点打造资源资产管理平台，完成了“土地画像”全覆
盖的任务目标，实现“一图观家底，一图汇所有”和“靠天吃
饭”到“知天而作”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
和可用性，更为七星农场有限公司后续的智慧化改造奠定了
坚实的数据基础。今年，七星农场建设起了“万亩创建片、千
亩示范方、百亩公共田”的农业全场景数字化应用示范基地。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
在农业领域应用较早的省份之一。结合大田种植、设施生产、
畜禽养殖、规模渔场等生产实际，我省积极推动各地开展试点
示范：同江市、穆棱市、绥滨县 3地入选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
应用示范基地，北大荒集团红兴隆分公司等 3家单位入选国
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佳木斯
市、穆棱市被纳入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我省还从农机作业监管、植保监测预警等实际需求出发，
建设多个运行稳定的专项应用系统，专项系统应用面不断扩
大。省级农机智慧调度系统已覆盖智能监测终端10.82万台，
实现免耕播种、深松整地、秸秆还田等重点农事作业的智能监
测。智慧植保系统已覆盖全省，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点达
10000个，“掌上植保”APP注册用户超过30万，实现植保技术
服务数字化、掌上化。

建设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入网企业达到3560
家。建设兽医数字化平台，实现耳标管理、动物检疫等业务功
能闭环管理，为养殖户提供动物检疫证明无纸化出证服务，年
初以来累计无纸化出证19.2万份。建设“黑土优品”数字化管
理系统，全省923款农产品纳入平台管理，在今年“哈洽会”上
实现“一物一码”赋码追溯……

这一切，都在持续释放数智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动力。

在“华夏东极”抚远市，勤劳的人们
迎着太阳播种希望。

刚进 9 月，抚远市玖成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水稻田已进入灌浆结实期，
沉甸甸的稻穗摇曳在秋风里，也美在合
作社理事长袁胜海心里。

望向滚滚稻浪，闻着阵阵稻香，袁
胜海心潮澎湃：合作社这几年发展得特
别好，打基础、扩规模、强管理、重经营、
提质效，走出了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高
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合作社已经成长为国家级合
作社！”袁胜海说，“2016年以来，社员由
原有的 38 户、82 人增加到现在的 170
户、450人，耕种面积由原来的5400亩增
加到现在的 10 万余亩，年产优质原粮
3400余万斤，合作社规模化经营面积不
断扩大，经营效益持续提升。”

袁胜海介绍，合作社积极推动农业
生产服务模式由原来单一的土地流转
生产方式转化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和
订单生产服务模式。2023 年开展农业

生产托管社会化服务，与82户农民
签约，托管了4万亩旱田，合

作社社员亩均增

收 290 元。2024 年与 90
户签约，实现“耕、种、管、收”
全流程托管。

我省把提高粮食单产作为补齐
粮食产能短板、提升稳产保供能力的
头号工程。通过良田、良种、良法、良机、
良制“五良”融合配套，打造更加稳固安全
的“大粮仓”。

“五良”融合，小农户如何破题？以抚远
市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合作组
织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化大农业的有效衔接。

兰西县是我省最早开始托管服务的县域，也
是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试点县，他们的农
业生产托管形成了涵盖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
的服务体系。县农村经济服务站许超民介绍，全
县一半以上土地实现生产托管，其中全程农业生
产托管103.1万亩。

作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主体中的“国家队”，
北大荒集团2023年省内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面
积 3120.7万亩次，全程托管地块与周边农民自
耕地相比，大豆亩增产50斤以上、玉米亩增产
200斤以上。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全省全程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到
5365 万亩，较上年增长了 23.1%。萝北
县典型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 2023 年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富锦市、北大荒农服集团被农业
农村部确定为全国农业社会
化服务创新试点重点单
位。

金秋的答卷
从八岔村唱起的那一首赫哲歌谣，到玖成合作社播下的那一行茁

壮稻秧，从万亩大地号吹响的那一声奋进号角，到龙王庙村里的那句句
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深情牵挂黑龙江。

黑龙江亦牢记嘱托，以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向着率先实现农业物质装备现代化、科技现
代化、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信息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的方向大阔步
前进。

2023年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丰”，连续14年居全国第一；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面积9400万亩，保持全国第一；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8
亿亩，规模全国第一；常规粳稻和大豆自主选育品种达到100%，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0.3%，获批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
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开展大食物观供给保障攻坚行动，肉蛋奶
和水产品产量创历史新高，奶粉和婴幼儿配方奶粉产量均保持全国
第一……

风吹田野稻浪涌，机声隆隆迎丰收。随着秋收由北向南陆续展开，
龙江人民即将交出2024年的丰收答卷。这是一份浸润着春的希望、夏
的努力、秋的奋斗的“压舱石”的答卷，更是一份不断积累、不断创新、不
断攀新高的“排头兵”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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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
“慧种地”

现代农业
硕果丰

千方百计
提单产

“托管”服务
稳粮仓

良机带来
新“机”遇

增产增收
增底气

开上电瓶车，在联社的各个大院和示
范田里巡查，是黑龙江省铧镒农机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理事长杜滨最乐意做的事儿。从农
机库到烘干塔、仓储库，最后走进试验田，一圈儿

下来最少要一个多小时。
“一天我基本要走个两三圈儿。”杜滨说，“我们

联合社由8个合作社联合组成，一共有500多台套农
机具。”

高大的车库里，两个农机手正在修理收割机。“再
有几天就该它们冲锋陷阵了，我们提前给它们做一遍

‘全身体检’。”农机手袁井峰满手是油，“收割机变速箱
轴承有点儿‘旷’了，早上趁人多把这个大转盘抬下来，白
天换好了，等晚上人回来多了再给它抬回去安上。”

的确，这个直径一米多的割台，人少了真是抬不动。
“大的收割机一排就四个割台，一小时能割三四十亩地。
你等收青贮的时候再来看看，那才叫一个壮观。”

袁井峰和弟弟袁井冬都是合作社的农机手，他们原
来就是联合社所在的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街道久援村
村民，一直指着家里那点地生活，“一年也挣不了几个
钱儿。”后来他们就带着地、带着农机入了合作社，“日
子一下就有账算了：土地托管给合作社，到秋天打粮
有一笔收入；农机出租给合作社，租金是一笔收入；
年底合作社从利润里拿出钱来给社员分红，又是一
笔收入；自己到合作社当农机手，工资还是一笔收
入；家里人也不用种地，闲暇出去打工又多一笔

收入。
“这些收入加起来是过去收入的四五

倍。”袁井峰的笑容里洋溢着幸福。
今年联合社种了 15.6 万亩玉米，

5000多亩大豆。除了久援村，他们
的地辐射到双城区的各个乡镇。

“地虽然多，但我全程
机械化，所以一周左右

就都种完了。收
的 时 候

分三拨：三分
之一是鲜食玉米，这两天就
开收了，直接拉进冷冻车间；三分
之一做青贮，大约9月中旬开收，直接送
到畜牧企业；还有三分之一是干粮，地里直接
脱粒烘干上仓。”

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负责人
介绍，2024年以来，全省农村地区补贴购置100
马力及以上拖拉机 3639 台、高性能免耕播种
机 8035台、气力式播种机 1263台。老旧农机
报废扎实推进，目前，全省农机报废回收拆解
企业达到72户，覆盖106个县（市、区）。

农机，正在为龙江大农业发展带来新“机”
遇。一批新农人，正抢抓这机遇返回家乡。

金秋时节，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
种植经营管理的6000多亩水稻渐渐进入成熟
期，合作社销售负责人、“种米姑娘”陈雨佳，没
事儿就“长”在稻田里，拍视频，开直播，“我要
努力把我们的石板米卖个好价儿。”从宁安一
中辞职返乡创业，金灿灿的稻田，成了她的新
讲台。

“除了做网络直播，我们今年在一线城市
对接城市合伙人，开农产品直营店铺。我刚从
深圳回来，这几天还要抓紧去趟北京。”陈雨佳
告诉记者，“城市合伙人项目就是把点聚焦到
街道上，从一个街道开始慢慢孵化，逐渐再推
开市场。”

“雨佳头脑活、勤劳肯干，带领我们种植有
机米，线上联系线下卖米，只卖米一项就让我
们增加不少收入。”村民说起陈雨佳，都是赞不
绝口。

“现在看，我返乡创业是正确的，村里水稻
种得精，再加上销路好，村民们都富了。村里
还依托农耕稻作发展乡村游，把在外面打工的
年轻人吸引回来一起干。”如今，陈雨佳的合作
社已入社157户，人均收入超2万元。

滴滴汗水，换来遍野金黄；累累硕果，拼出
丰收盛景。秋日的风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稻
香；广袤的黑土地上，回荡着总书记的谆谆嘱
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周
静梁金池刘畅采写

记者手记

蓝天，白云，阳光，进入黄熟期的稻田延伸到天际……站在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有限公司万亩大地号的水稻田边，现
代化大农业的壮美与气魄一览无余：饱满下垂的稻穗，一行行整齐地站立在阳光下，闪出一片丰收的金色光芒。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9月，走进黑龙江，就走进了一个关于收获、关于希望、关于梦想的故事。在这
里，每一粒粮食都承载着对未来的期许，每一滴汗水都见证着龙江农业的蓬勃发展，每一片土地都书写着贯穿四季的深
情赞歌。

在七星分公司在七星分公司，，数辆割晒机车正在对已成熟的水稻进行分段收获中的割晒作业数辆割晒机车正在对已成熟的水稻进行分段收获中的割晒作业。。党爱河党爱河摄摄

智能智能育秧助丰产育秧助丰产。。 本报资料片本报资料片

无人机飞防。图片由北大荒集团提供

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田野航拍玖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田野航拍。。图片由抚远市委宣传部提供图片由抚远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