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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新 本报记者 刘大泳

金秋时节，桦川县广袤的大地色彩斑斓，金灿灿的稻浪随风起伏，粒粒饱满的稻穗弯下了腰，一幅喜人的丰收画卷跃然眼前。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决不能在吃饭这一基本生存问题上让别人卡住我

们的脖子。”“对粮食安全不能有丝毫松懈。”……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省桦川县始终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当好国家
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小县要有大作为”的决心、“小人物敢登大舞台”的勇气、“小城市创造大幸福”的
愿景，奋力走出了一条符合桦川实际、体现桦川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望着合作社 12000 亩即将丰收的稻田，桦
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玉成脸
上难掩笑意。“虽然前期遭遇了低温多雨的极端
天气，但在农业专家们的精心指导下，水稻长势
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去年还要好，今年又
是一个丰收年！”李玉成说。

丰收在望，欢喜同享。距离玉成现代农机
专业合作社不远处的苏家店镇百禾浆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试验田内，金黄的玉米穗在阳光的照
耀下熠熠生辉，同样呈现出丰收的喜人景象。
作为远近闻名的高产大户，理事长王大江笑着
表示，今年合作社种植的300亩玉米，总产量将
有望突破44万斤大关。谈起丰产，王大江直言
离不开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技帮扶。

科技帮扶，带动区域作物生产提质增效。
自201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佳木斯（桦川）专家
工作站搭建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携手桦川县
成立了作科所、水稻所等在内的 8个研究所和
地方科研院所，并建立起以“派专家、送技术、出
主意、做示范”为帮扶路线，以1名院领导负责、
1个机关党委协调、1个研究所牵头、多个专家
团队协同开展科技帮扶的“3+N”工作机制以及
以科技服务、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为重点的合作
共建机制，全县示范区作物增产约达15%，资源
利用效率增加 15%至 20%，实现节本增效 150
元/亩。

五年辛勤耕耘，“院县共建”硕果累累。在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助农”新模式的助推下，
桦川大地先后承担国家级项目 6个，建成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5个，示范区面积突破7.65万亩，
建成绿色有机水稻原料基地 110万亩，取得绿
色有机认证标志 173个，“星火大米”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达到 15亿元，“中科香糯 4”作为全省
第一个香糯稻品种，成为桦川寒地粳稻种业名
片，科技帮扶“桦川模式”荣获第24届全国发明
展览会“科技助力扶贫”专项奖。桦川县先后荣
获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级制种大县、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全国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示
范县（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等荣誉称
号。今年 5月，县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正式命
名挂牌为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加工品质量与营养
检验测试中心（桦川），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县属
部级农检机构。

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在“院县共建”加
强科技创新的同时，双方还携手致力于抓好科
技推广，让新理念、新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在

“最后一公里”上下功夫，持续提升基层农技人
员的科学素养、组织能力和推广手段。合作以
来，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创新团队先后派出专
家 400余人次，涵盖水稻、果蔬、作物、植保、疫
病防控、农产品加工、土肥、质量安全、信息化等
多个领域，培训种植大户、合作社、基层农技人
员 5万余人次，成功培养了由会种田转向“慧”
种田的双兴村李玉成、立志带领寒地山药走向
国际舞台的新胜村高晶超、合作社年销售额突
破 1500万元的爱国村李雪芹以及创办酸菜腌
制加工厂可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200余个的苏
家店村姜晓燕等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乡土农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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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川县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松花江下游南岸，拥有水稻种植面积130.03万亩，年产优
质水稻 71.76万吨，水稻产量位列全省第 10名。盛产的“星火大米”享有白色珍珠的美
誉，曾入选人民大会堂国宴用米，荣获省“黑土优品”品牌授权，连续两届获评中国国际
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远销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 60 多个地市，备受消费者青睐。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除了优质的“星火大米”，近年来“桦川牌”
米糠、米糠毛油、精制稻米油、阿魏酸等产品也开始在市场崭露头角。

桦川县始终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发展方向，按照全省构建“4567”现代
化产业体系和全市“千百十”产业量级提升工程的部署要求，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以稻米精深加工为主导，围绕“一颗谷、一粒米、一
滴油、一碗饭”的产业链布局，积极构建“四个一”产业发展格局，打造水稻“吃干
榨尽”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种好“一颗谷”。充分发挥 110万亩绿色有机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作用，
大力发展鱼鸭蟹稻综合
种养、绿色统防统治、化
肥减量增效等技术，探
索开展“我在桦川有亩
田”农产品定制模式，通
过统一品种、统一育秧、
统一田管、统一收储、统
一销售的“五统一”种植
体系，打造全域绿色优
质稻米生产基地和订单
稻米生产车间，促进全
县绿色农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叫响“一粒米”。突
出富桦星火米业引带作
用，整合全县 46家稻米加工企业，最大限度消化剩余产能，提
高稻米加工产业效益，形成抱团发展新格局。落实“南杭州
北桦川”农产品质量检测布局，依托部级农产品（水稻）质
检中心，持续擦亮“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招牌，制定“桦
川大米”产品标准体系，为区域公共品牌“星火大米”提供
强有力的质量背书。加大企业“智改数转”推进力度，借
力大规模设备更新契机，将富桦星火米业打造成数字
化车间，引领全县稻米加工企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升级。

做精“一滴油”。持续释放桦川作为东北三省最
大米糠加工基地优势，出台惠企政策，支持以付士
米业为龙头的稻米油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创建产
品品牌、创新产品种类，全力发挥稻米油企业集
聚优势。持续巩固全县水稻产业链延伸最长成
果，鼓励企业开发生产脂肪酸、米糠脂、米糠蜡
等精深加工产品，不断延伸稻米产业链。

开发“一碗饭”。依托水稻加工能力优
势，抢抓以方便快捷、营养健康为特点的预
制食品产业高速发展机遇，重点招引发展预
制米饭、糯米食品、米糠食品等产业，围绕
航空、高铁、商超等预制食品消费场景，开
发满足上班族、学生等人群需求的风味
炒饭、米制汉堡胚、速食饭团、糯米食品
等产品，提升水稻附加值，加快构建稻
米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延长产业链条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日千里，这个成语恰好形

容当前的桦川县“米世界”田园综
合体建设节奏。

深秋寒意渐浓，朝鲜族“太古
里”——桦川县中星村的项目建设现

场却是一派大干快上的火热场面。来
回穿梭的运材车辆、上百名紧张施工的

工人……“入秋之后天气转凉，雨水也经
常光顾，但为了赶进度，我们必须想办法

尽力克服。”中星村项目负责人白慧国表
示，该项目现已进入到施工关键阶段，工期

非常紧张。
作为桦川县“米世界”田园综合体项目

“一核两翼”发展规划中的核心，中星村以建设
水上乐园、朝鲜族民俗园、旅拍基地、露营基地

等为重点。项目完工后，将面向游客推出引流沉
浸式体验游、传统民俗体验游以及影视畅游体验

游等多种游玩方式，满足不同人群的旅游
需求。“目前，中星村已完成施工计划的
83%，预计将于 2025年 5月面向全国游客
开放。”桦川县美桦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张洋介绍。

推动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为
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动能。近年来，随着乡
村旅游的兴起，桦川县抢抓发展机遇，依
托星火朝鲜族乡特色民族文化和丰富的
自然资源，积极推进农文旅融合。通过向
上争取资金、发放债券、企业自筹等方式，
筹集资金 2.25 亿元重点打造占地面积
27.7万平方米的桦川县“米世界”田园综
合体项目，升级推进“一核两翼”发展规
划，重点打造京抚公路沿线村庄，即分别

以中星村为核心，打造集聚朝鲜族特色的东北“小明洞”；以燎原村
为左翼，打造集运动、休闲、康养于一体的“慢城”；以星火村为右翼，

突出建设新中国第一集体农庄历史体验馆、红色研学基地和稻米全
产业链文化特色产业的“星火农庄”，积极探索朝鲜族文化体验、亲子

休闲娱乐、红色党建教育、生态观光摄影旅游路线，培育发展民俗文化、
美食旅游、夜间旅游、冬季旅游、节事旅游五大新兴业态。

“‘米世界’田园综合体的建成，一定能让星火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
阶！”看着眼前如火如荼的建设现场，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党委书记张德

丰信心满怀地告诉记者，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农田生态系统的积极修复，改
善农业生产环境，并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以村庄为支撑，以三产融

合为核心，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持续加快乡村振兴建设脚步。

奋进的故事还在继续，耕耘的步伐不会停歇。桦川
县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统

一思想，凝心聚力，抢抓机遇，奋力
谱写桦川高质量发展、可持续

振兴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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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星火村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星火村。。

全程机械化秋收全程机械化秋收。。

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农业农村部稻米及
加工品质量与营养检验加工品质量与营养检验
测试中心测试中心（（桦川桦川）。）。

桦川县工业园区桦川县工业园区。。

桦川县玉成现代
农机专业合作社水稻
地块犹如一片金色的
海洋。

现代化稻米生产车间。
本版图片均由桦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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