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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专家说

□褚宁靖
本报记者
梁金池

9 月 ，我 省
马 铃 薯 进 入 丰
收时节，薯农秋
收 时 需 注 意 哪
些 事 项 ？ 科 技
如 何 助 力 我 省
马 铃 薯 产 业 发
展？近日，记者
采 访 了 黑 龙 江
省 马 铃 薯 产 业
技 术 协 同 创 新
推广体系（以下
简称“马铃薯体
系 ”）首 席 专 家
盛万民。

盛 万 民 认
为，根据全省天
气 预 报 情 况 来
看，在马铃薯收
获季节后期，有
可能存在降雨，
广 大 薯 农 要 抢
前抓早，尽量赶
在适合的时间、
尽 早 收 获 马 铃
薯 。 其 次 应 在
收 获 前 尽 早 杀
秧，使田间的持
水量下降，这样
更 有 利 于 收
获。此外，由于
后 期 雨 量 的 增
多，可能导致病
害发生，如果遇
到这类问题，薯
农 在 收 获 前 要
进 行 一 遍 药
防。最后，田间
持 水 量 的 增 加
将 给 收 获 造 成
一定困难，薯农
在收获时可在田间进行临时预贮，使
块茎中水分尽快散失，含水量下降后
利于冬季储藏。

盛万民介绍，今年马铃薯体系工
作亮点纷呈，创造了一批优异的种质
材料，进一步丰富了我国马铃薯种质
资源库的种质类型及保有量，使国家
马铃薯种质资源库的优异种质资源
达到 5000 余份。其次是在品种选育
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尤其是龙薯
14、龙薯 33、克新 30等早熟优质高产
的品种获得了企业的认可，同时进行
了多批次的人员培训工作，为我省马
铃薯产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科技和
人力的支撑。此外在成果转化方面
积极尝试与龙头企业合作，马铃薯体
系的科研新成果可直接服务于生
产。最后马铃薯体系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的号召，及时出现在抗灾抢险
的第一线，为龙头企业、种植主体提
供相应的信息和技术支撑。

盛万民表示，根据我省马铃薯产
业发展形势和发展趋势，今年马铃薯
体系确定了三个重点任务。首先要
加强新品种的选育，主要针对我省的
马铃薯产业需求，加强早熟优质多
抗新品种的选育。其次要加强马铃
薯科技成果培训，对马铃薯体系已
经育成的一批专用新品种进行集中
展示，同时配套展示以水肥一体化
为代表的丰产栽培技术。最后要加
强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以此增加
科研成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目前，马铃薯体系已经在新品种成
果转化和技术服务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果，与企业达成了多项合作。

省
马
铃
薯
产
业
技
术
协
同
创
新
推
广
体
系
首
席
专
家
盛
万
民
：

丰
富
种
质
资
源
促
进
成
果
转
化

本报讯（记者周静）日前，文化和旅游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4

“新疆是个好地方”对口援疆非遗展示活动盛
大启幕 。黑龙江省级传统医药类非遗代表性
项目、已有 160 多年历史的“王家康保健贴、保
健散”传统医药制剂炮制技艺在活动中绽放异
彩。

据介绍，本次活动主会场由二十多个展区
组成，300 余项非遗项目、400 余位传承人参与
展示互动，参展省市规模为历年之最。人们对

“王家康保健贴、保健散”传统医药制剂炮制技
艺都感到很新奇，纷纷上前询问其特点和历史
传承。

该技艺第五代传承人王建库介绍，“我们的
中药材需要用瓦器碳化，瓦器下用木柴火烧制，
如果中药材碳化得严重了，药材就都飞掉了，碳
化得轻了，出来的药材效果又不是太好。”他
说，在炮制过程中最难的就是中药碳化火候和
时间的掌握，非常考验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也对
季节、时间和地点有较高要求。

谈及王家康传统医药非遗技艺未来发展，
王建库表示：“国家非常重视人民健康和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这说明我们现在所做的符合国
家的政策导向、市场前景和需求，让中医药融入
人民生活，绽放迷人光彩，是我们中医药非遗传
承人的使命和担当。”

目前，王建库建立了省级非遗工坊，开展了
“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他招聘下岗职
工或需要再就业的群众，免费为他们传授传统
医药制剂炮制技艺，“授人以渔”。在王建库看
来，通过帮助更多的人掌握中药材炮制的技能、
帮助他们建店投店，才能让更多人把这项传统
医药技艺发展下去，永葆薪火世代相传。他认
为，作为中坚力量，扩大、持续发展非遗技艺，
助力乡村振兴事业发展，是作为当代传承人重
要的责任。

龙江非遗 新疆绽光彩

本报讯（王娟 记者梁金池）日前，齐齐哈尔
市财政局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加快推进财务管理优化与创新专题培训
班。

培训中，齐齐哈尔市财政局监督评价局研
究员级高级会计师、黑龙江省首期会计领军人才
王娟分别从新《会计法》的修改背景、修改目的及
实施过程中应关注的重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与风险防范、政府采购法概述和国有资产监管
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

通过对新《会计法》要点的解读，内控制度
发展历程的回顾，各业务层面风险点与防控措
施的探讨，政府采购领域及资产管理存在的重
点难点问题解析及一些生动实践案例的分享，
使财务人员理解领悟了新《会计法》修正的真
正目的和重要意义以及招投标、资产监管领域
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拓宽了财务
人员的专业思维，提高了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
及实践能力。

齐齐哈尔
学习《会计法》
增技能防风险

本报讯（记者梁金池）近日，省农业农村厅
等 6 家单位发布《黑龙江省饲料产业集群建设
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明确饲料产业
集群建设目标、布局、任务及政策保障等内容。

《方案》明确，力争到 2026 年，全省饲料总
产量达到 700 万吨，营业收入达到 270 亿元，同
比 2023 年分别增长 7.7%、6.3%。生物饲料产量
达到 120 万吨以上，饲用氨基酸产量占全国总
产量超过 20%，饲用粮食加工副产物产量全国
领先。

《方案》提出，引导全省饲料产能向畜禽水
产养殖密集区、饲料原料主产区和要素供给充
足区集聚，集中打造饲料产业“一带、一区、一
基地”。其中，“一带”是指打造中西部哈大齐
传统饲料优势产业带，在浓缩、配合饲料生产
企业较为集中的哈尔滨市、大庆市、齐齐哈尔
市一带，建设优质饲料原料基地，构建饲料发
展全产业链体系。“一区”是指打造饲用粮食加
工副产物应用示范区，依托绥化、大庆、齐齐哈
尔、佳木斯、黑河等地粮食及其加工副产物主
产区优势资源，推广非粮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技
术，发展龙江特色生物发酵饲料。“一基地”是
指打造全球饲用氨基酸主要供应基地。推动大
庆、绥化、齐齐哈尔、佳木斯、双鸭山等地，加快
生物饲料、安全高效饲料添加剂研发应用，发酵
菌种选育、小品种氨基酸生产工艺取得新突破，
进一步扩大饲用氨基酸产能。

《方案》还明确了发展饲料精深加工，实施饲
料龙头企业培育行动，加速产业规模扩张，打造
特色饲料品牌，提升原料供给能力，促进产业联
动发展，强化饲料行业监管等六方面重点任务。

我省发布未来三年
饲料产业集群建设方案

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振兴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乡村快讯

□文/摄 王春燕 黄向民 本报记者 宋晨曦

牛粪养蚯蚓，蚯蚓喂家鸡，鸵鸟当家禽，寒地养龙虾……如今，这些在我省乡村已不是
新鲜事儿了。近年来，我省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鼓励因地制宜，发展“一乡一品”特色产
业，特色养殖业应运而生，多点开花，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

对于一只鸡来说，实现吃
蚯蚓自由应该是件幸福的事
了。近年来，嫩江市塔溪乡沐
河村立足生态优势，因地制宜
创建新模式，以蚯蚓为饲料产
出的“蚯蚓鸡蛋”远近闻名。

沐河村的生态牧场和充
沛水系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促使村民们纷纷投身于
养殖业，但同时产生了许多
牲畜的粪便，村干部孙志军
有点担忧，“养殖致富了，但
生态环境、村容村貌也很重
要，如何将牛粪合理利用起
来呢？”孙志军一直在寻求解
决办法。

2021 年，一次外出学习的
机会让孙志军了解了“蚯蚓鸡
蛋”项目，他从中找到了解决
村里牛粪的好办法。2023年5
月，在乡村领导支持下，占地
3200 平方米的沐河村蚯蚓养
殖基地建成，引进蚯蚓和种
鸡，蚯蚓产生的粪还能做有机
肥料。

沐河村党支部书记刘松
松介绍：“我们的鸡饲料配比
是 90%玉米面、10%的蚯蚓，所
以大家叫它‘蚯蚓鸡’，‘蚯蚓
鸡蛋’比普通鸡蛋的蛋黄颜色
更黄，蛋白质更高，鸡肉的口
感也更好一些。”

沐河村的粪污污染解决
了，孙志军说：“更重要的是村
里建立了‘牛粪养蚯蚓，蚯蚓
喂鸡，鸡产鸡蛋’新模式，此模
式可推广，我们村里的牛粪可
以‘外卖’了。”

随 着“ 蚯 蚓 鸡 蛋 ”的 需
求 逐 渐 增 多 ，下 一 步 ，该 村
将扩大养殖规模，扩建蚯蚓
养殖基地 2000 平方米，养殖

“ 蚯 蚓 鸡 ”1000 只 ，投 入 4.5
万 元 引 进 种 蚯 蚓 3000 斤 。
通 过 处 理 蚯 蚓 粪 研 制 花 土
肥料，申请养殖“蚯蚓鸡”和

“蚯蚓鸡蛋”有机认证，与电
商平台企业合作，做好线上
线下服务，积极带动更多老
百姓加入进来，加快沐河村
集体经济增收，助力循环农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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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气凉爽，嫩江市多宝山镇矿
山村衡利养殖场的鸵鸟养殖基地里，400
多只体型健壮的鸵鸟正迈着大长腿，在
室外趾高气扬、闲庭信步，享受着美好时
光。

近年来，嫩江市多宝山镇大力发展鸵
鸟特色养殖，打造齐齐哈尔以北最大的鸵
鸟规模化养殖基地，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
和农民增收，通过示范引领、串点成线，让
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

“之前政府号召大家养鸵鸟，刚开始考
察的时候，看着体重像猪一样重的鸵鸟，心
里犯怵。观察多了我发现鸵鸟有一个特
性，就是特别执着，跟我的性格很像，我认
为只要我认真学习饲养知识，总结经验，一
定能把200多斤的大鸟养好。”多宝山镇矿
山村衡利养殖场场长刘衡说。

刘衡的决心也让当地村领导们坚定了
信心，在政府的扶持下，今年初，刘衡的鸵
鸟养殖基地建成了。刘衡算了一笔账，一
只鸵鸟每年的饲养成本为 500多元，鸵鸟
能长到200到300斤，每斤鸵鸟肉售价不低

于30元，再加上一只成年雌鸟每年大约能
产30~40个蛋，鸵鸟蛋可雕刻或食用，一个
鸟蛋能卖 150元左右，一只鸵鸟就能收入
6000~7000元。鸵鸟养殖相对也比较省事
儿，夏天在外边散养，冬天就进大棚，收益
还可观，致富有希望了。

据了解，鸵鸟具有生长快、繁殖力强、
抗病力强等特点，饲料价格也相对便宜，养
殖成本低，并且鸵鸟浑身都是宝，不仅鸵鸟
肉、鸵鸟蛋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而且鸵鸟的
羽毛、皮、腿骨等都可以回收利用，鸵鸟油
也是化妆品的重要原料，鸵鸟养殖发展前
景十分广阔。

多宝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姜文文介
绍，未来，多宝山镇政府将持续贯彻落实
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理念，因地施
策，积极与当地林场沟通协调，开发“林
场+基地”模式，探索林下生态养殖产
业，延长鸵鸟养殖产业链条，增加鸵鸟
的附加值，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赢，助推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助力群
众增收致富。

冷门产业另辟增收渠道

“南虾北养”破解致富密码

“黑土地上能养龙虾？”
“能！还是产自澳洲的淡水蓝龙虾。”

巴彦县富江乡王勇用七年饲养试验给出了
准确答案。“最近打捞的龙虾体重大约一两
多，我的澳洲龙虾终于养殖成功了。”王勇
激动地说。

近日，王勇的 3.6万尾龙虾即将打捞，
全村的人都翘首以盼，都想一睹“南虾北
养”的澳洲龙虾真容。王勇介绍，每亩放养
约 4000只虾苗，成活率 70%左右，亩产 280
斤，按照每斤市场批发价 60元，每亩就能
收获16800元，扣除成本，每亩池塘净利润
可达8000元。

富江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吕忠双介绍，
富江乡党委、政府把发展澳洲龙虾作为立
乡产业，在五岳村鱼池建立富江乡澳洲龙
虾繁育基地，吸引民间资本注入，建设澳洲

龙虾虾苗繁育池、镖苗池。镖苗池能够增
加外塘放养时间，每个成虾体重加大，每斤
成虾价格可达 100元。同时，发挥王勇的
养殖繁育虾苗技术优势，聚力打造澳洲龙
虾的大型养殖繁育基地，让龙虾产业在明
年有井喷式发展。

“王勇自己养龙虾这几年，村民为他捏
把汗，心里疑惑那高档玩意，咱们老农民还
能养好？要是养好了，明年我也跟着干。”
村民姜大力说。

王勇说，“最近要买龙虾的太多了，但
我目前没有那么多啊，过几天打捞完毕后，
我得留够了种虾，剩下的龙虾才能出售，现
在，我正在加紧施工建孵化棚，还有六七天
完工，待龙虾打捞完毕，部分龙虾要转到这
里继续养殖，并进行孵化工作，明年就可以
卖虾苗了。”

本报讯（李刚 记者吴玉玺）近日，记者从
省水利厅获悉，2024年全省落实水利投资285

亿元，建设林海水库工程、十六道岗水库工
程、关门嘴子水库工程、小白河水库工程等水

利工程项目 973个。9月初，省水利厅打响全
省水利工程建设“百日攻坚战”，抢抓入秋后
至入冬前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全省水利
工程建设。

“百日攻坚战”期间，全省水利工程建设
将采取挂图作战、压茬推进、人歇机不歇、连
续作战等超常规措施抓进度，尽快形成更多
实物工程量；严格落实水利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制，采取提级监督、交叉稽察互检、技术帮扶等
措施，加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常态化排查整治在建水利工程安全隐患，坚决
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加快资金拨付，做好
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监管；加
强沟通协调，提速办理要件，解决各方面因素
制约问题，确保水利工程项目顺利建设。

关门嘴子水库工程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吴玉玺摄

全年落实水利投资285亿元，建设水利工程项目973个

我省打响水利工程建设“百日攻坚战”

捕捞的澳洲龙虾。

青贮饲料是我省发展畜牧业的重要补给。
本报记者 梁金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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