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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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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静

油豆角是黑龙江省最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产品之一，是黑龙江省
农产品的一张“名片”。随着东北饮食文化在全国的推广，油豆角正逐
渐被全国消费者所接受，市场需求旺盛。为践行大食物观，丰盈百姓

“菜篮子”，黑龙江省油豆角协同创新推广体系专家致力于开展油豆角
育种攻关与推广示范工作，共育成油豆角新品种 15个，其中包括黑龙
江大学园艺学团队育成的“黑大”系列：黑大紫冠、黑大将军、黑大巨冠、
黑大青冠、黑大绿冠、黑大玉冠、黑大金冠、黑大红金钩、黑大粉冠、黑大
锦冠、黑大皇冠；蔓生早熟油豆角“哈优”系列：哈优15号、哈优18号以
及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育成的“龙油豆”系列：龙油豆8号、龙油豆
8号。

这些油豆角品种有蔓生有矮生，大多适应性广，适合保护地及露地
栽培，已在黑龙江省各地区进行推广种植，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大显身
手，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在体系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油豆角正在变
成农民创收致富的“小金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省油豆角协同创新推广体系

育新品广示范
丰菜篮鼓腰包

黑大紫冠
马掌类型早熟丰产蔓生油豆角新品种，

播种到采收58天左右。丰产，适宜条件下种
植每亩可达 2500 公斤左右。目前累计推广
面积1.2万亩。

黑大青冠
纯绿油亮型矮生型油豆角品种，播种到采收

60天左右。开锅烂，肉质面，风味佳。可与蔓生油
豆品种间作，适宜条件下种植每亩可达1600公斤。

黑大绿冠
早熟丰产纯绿荚蔓生油豆角品种，播种到

采收58天左右。肉质面，风味佳，无纤维。适
宜条件下种植每亩可达2300公斤左右。

哈优15号
蔓生绿荚油豆角品种，播种到采收 56 天左

右。荚肉厚，外观商品性好，肉质甜面，荚壁无纤
维，无缝线，亩产2400公斤左右。

龙油豆8号
蔓生油豆角品种，生育期55天，嫩荚绿色，

着光部位荚的尖部有紫色条纹。外观商品性
好，无纤维，肉质软面，抗逆性很强，不早衰。

本报讯（记者周静）“郭乡长，这几
年村里变化大家有目共睹，路宽了、景
美了、文化活动多了，今年村里还会为
大家伙办哪些实事好事呢？”“这几年国
家对畜牧养殖扶持力度很大，我想了解
相关政策”……近日，围绕村民关注的
话题，黑河市孙吴县红旗乡包村宣讲员

“一对一”解答，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宣
讲，又有贴合实际的案例，畅谈身边看
得见、摸得着的改变。

“以前是宣讲员讲啥我们听啥，现
在是我们想听啥宣讲员讲啥，讲的内容
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非常实用。”红旗
村村民魏洪文边听边记，高兴地说。

据介绍，红旗乡通过举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下基层“理论微宣讲”巡讲活
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宣讲员把“文件话”变为“家常话”，
用最接地气的话讲解老百姓最关切的话
题，让巡讲活动带有更多的“泥土味”，让
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除了需要丰富的内容之外，他们还
不断探索新颖的形式。根据群体差异
性，他们成立了机关宣讲队、党员宣讲
队、青年宣讲队、巾帼宣讲队、志愿宣讲
队等，采用“你点我讲”的方式，让群众
在点单中听宣讲，在互动中学思想，解
决“谁来讲”的问题；利用基层防火集中

待命、劳动间歇等时间，深入老乡炕头、
田间地头、文化广场等地进行宣讲，解
决“在哪讲”的问题；采用“讲故事互动
聊天”方式，激发党员干部学习兴趣，解
决“怎么讲”的问题。红旗乡的党委宣
传委员表示，今年以来，围绕安全生产、
普法教育、“三农”服务、医保服务、卫生
健康、政务服务、文明新风等主题，把政
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真正让党的政策

“声”入寻常百姓家。

孙吴县红旗乡

包村宣讲可“点单”生动实用巧入心

本报讯（记者周静）近日，全省多地出现
雨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增高。为
有效防范应对冬季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
促进养殖水产品稳产保供，省农业农村厅渔
业渔政管理局会同黑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
站、黑龙江省淡水鱼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推广
体系，研究提出冬季水产养殖防范应对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天气技术指引。

在做好预防管理方面，一是要密切关注
天气预警预报。密切关注低温、雨雪、冰冻等
灾害天气预警预报，及时掌握降温、降雪的强
度及可能影响的范围和持续时间等，提前采
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二是要确保设施设备正
常运行。检查温室、养殖水管等设施设备，通
过加装保暖稻草等措施防止水管冻裂。修缮
水、电等基础设施设备，检修发电机、增氧机、
保温加热等设备装置，做好应对断电、断氧和
极端低温等应对准备。建立养殖场值班制
度，坚持早晚巡查养殖设施，发现灾情及时上
报。三是要储备适量应急物资。提前备足增
氧剂、燃料、发电机、消毒剂、消毒设备、抢险
工具等应急物资。

在加强日常管理方面，首先要加强水位
水质管理。雨雪冰冻天气会引起水温骤降，
应提前加注新水，将水位提高到最高水位，从
而提高水产动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防止引
发冻伤或应激反应。定期监测水质、浮游生
物量，保障溶氧；对于透明度过高，浮游植物
缺乏的，可补充藻种并增加水体营养；适当开
启增氧机，增加上下水层的交换，及时排出有
毒有害物质，以免水体恶化导致病害暴发。
其次要及时除雪破冰。持续雨雪冰冻天气易
使养殖水面形成不透明冰层，造成浮游藻类
光合作用受阻，冰下水体缺氧，导致水产养殖
动物大量死亡。一旦发现养殖区域出现积雪
封冻时，应及时清除积雪和乌冰避免“雪封
泡”，保证光线透入水体，保障浮游植物的光
合作用，浮游植物不足需及时增氧。

在做好病害防控方面，建议控制好水质
底质，应尽量减少人为的拉网或加排水等生
产操作，避免水产养殖动物应激、擦伤后继发
感染水霉病或赤皮病。冬季外泼大剂量消毒
剂对病害控制效果不佳，而且刺激性较强，不
建议采取此种病害防控措施。对于发病及死
亡的养殖水产动物，应及时清除并进行无害
化处理。

@渔民朋友：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防范应对指引来啦

农事资讯

定制农业在龙江

□本报记者 梁金池

近年来，绥棱县立足鲜食玉米、大鹅、大米等
本地特色优势农产品，瞄准定制农业发展方向，
推动生产方式、耕作方式和营销方式转型升级，
特色农产品“产得好、定得早”，农民“种无忧、售
不愁”。2024 年，全县已落实定制农业种植 6.12
万亩、畜禽 41.1万只、特色农产品 425吨，预计可
实现产值1.3亿元。

他们坚持从源头入手，强化定制产品质量管
控，保证产品品质。在种植上突出绿色有机。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把绿色有机作为定制农业发展

的卖点和亮点，充分发挥“寒地黑土、生态富硒”
优势，积极引导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实行绿色
化的种植方式，全年实施肥药减量增效面积 110
万亩，全县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达到 9.6 万
亩。以绿色有机为宣传重点，吸引了北大仓米业
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与绥棱县开展定制合作。
在选材上他们坚持精益求精。把产品质量作为
根本，在原材料选择上精心把关，为企业提供最
优质的农产品，水稻主选适口性好、抗逆性强，企
业更加青睐的“绥粳 18”；玉米主选口感清甜、软
糯无渣的“糯 9”。特别是在酸菜上，试验了近 10
个品种，最终选用大庆肇州“秋黄 2 号”白菜，并

剔除不符合标准的白菜，确保每一颗酸菜都是精
品。正因为品质过硬，与黑龙江省盛世礼记餐饮
有限公司签订 50 万斤定制合同，年可实现纯收
入 30万元。在监管上他们更是始终严把关。组
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对定制农产品开展常
态化质量安全监测，全年抽检样品 200 批次以
上，产品检测合格率达到100%，畜禽产品检疫合
格率达到100%。

绥棱 特色产品“种无忧”“售不愁”近年来，农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呈现，定制农业逐渐成为现代农业融合发
展的新趋势。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
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把定制农业作为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农民增收空
间、开辟农业新领域新赛道的重要抓手。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大胆探索，锚定中高端
消费群体，探索形成了托管、认领、会员、众
筹等比较成熟的定制农业模式，为消费者
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本报特开辟“定
制农业在龙江”专栏，聚焦我省定制农业发
展亮点，总结典型经验做法，推动定制农业

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
力量。

写 在 前 面

种好种好四小园四小园
绘就新前景绘就新前景

村头巷尾、房前屋后的空闲地
能有多少？利用其发展小菜园、小
药园、小菌园、小果园能产生多少效
益？记者日前从省农业农村厅中药
材发展处（经济作物处）了解到，我
省坚持以村为单元，突出当地优势、
特色和基础条件，充分利用“四边两
地”（路边、沟边、田边、林边和房前
屋后用地、村集体公共用地），挖潜
力，扩规模，放大优势，打造寒地果
蔬、寒地食用菌、寒地龙药等特色品
牌，拓展增值增收空间，做精做优庭
院经济。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四小
园”5470个，面积达53.81万亩，创
造产值33.82亿元。

□本报记者 唐海兵

红 菇 娘 丰 收
的季节，在铁力市满江

红村集英中药材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村民们围坐在一

起，将红菇娘剪根、去皮、取果、装筐，一片繁
忙景象。

据介绍，红菇娘皮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
市场价值很高的中药材，红菇娘的果实可以作

为饮料的原材料，根部也可以作为种子销售。
今年，集英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种植了10公顷红菇娘。

“我们满江红村最有名的是平贝，红菇娘是
我们在6月下旬平贝收获结束后，利用土地轮作
的方式种植的，可以实现‘一地双收’。”村民说。

满江红村是铁力市远近闻名的平贝种植
村，近年来，满江红村鼓励农户发展新型庭院经

济，在房前屋后种植平贝药材，让方寸空闲地巧
变增收小药园。满江红村积极推动中药材种植
户由“散兵游勇”向“正规军”转变，如今，满江红
村平贝母种植区域辐射周边5个乡镇，总种植面
积达 4000 亩，年产鲜品 2100 吨左右（干品 700
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3。

平贝种得好，也要卖得好，满江红村以精深
加工、打造品牌为重点，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
略，开展品牌建设行动。探索成立了满村红贝
中药材有限公司，注册了“道地龙贝”“满村红
贝”商标，提升了市场集聚力和产品知名度，推
进平贝产业品牌化发展。同时，满江红村采取

“拿着药材找企业，带着企业找药材”的互利共
赢模式，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引进了大批有实
力的中药材生产加工龙头骨干企业、示范企
业。引导宏亿平贝种植专业合作社、林都北药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利源堂中药材有限公
司、丰瑞德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等一大批中药
材企业，开展中药材精深加工项目，每年每家
收购平贝 200 吨至 500 吨左右，构建起了稳定
的产品营销市场，促使铁力平贝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稳步提升，让北药平贝成为了兴村富民的

“金钥匙”。

村民致富村民致富金钥匙金钥匙

克山县探索“农户认领”经营模
式，农户根据种植经验认领企业南
瓜、大辣椒、绿油豆等蔬菜种植基地
地块，由企业提供生产物资和农机服
务，农户只负责田间管理和采摘，扣
除生产成本后利润归属农户，全县认
领农户 372 户，推动企业蔬菜种植基
地增加 1150 亩，带动农户年均增收
1.5 万元，形成了企业与农户“合作互
助、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良性发展

机制。
拜泉县采取“村集体+合作社+

种植能手+农户”的模式，引导农户
积极参与合作社运营，种植经济作物
和绿色有机蔬菜，施行统一品种、统
一管理、统一质量和全程溯源管控，
全县签订小院蔬菜包年订单 200 多
份，菜园认领订单 30多份。

五大连池市和平镇利民村为扩
大销售渠道，提高经济收入，打造了庭

超对接、庭食对接、庭展对接、庭商对
接4种对接销售途径和“化零为整”的
销售模式，并利用农村电商进行网上
销售，有效解决了蔬菜滞销问题。

饶河县依靠产地直供畅通农货
进城渠道，由饶河县农业农村局与家
乐购、远东、大福园等超市签订合作
协议，由种植合作社统一收购农户多
品类当季蔬菜运往各大商超，确保村
民种得出、卖得好。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新潮流新潮流

春季花香飘百里，秋季硕果挂满
园。“菜园革命”不仅鼓起了村民们的
钱袋子，也让村里的面貌大变样。

若是盛夏时节来到黑河市爱辉
区西岗子镇坤站村，盛大的玫瑰花
海定会让人惊叹。据介绍，爱辉区
秉持农村“小园地”是菜园也是景点
的发展理念，结合玫瑰产业项目打
造文化产业特色驿站，在驿站产业
园、全村房前屋后菜园及道路沿线
扩种玫瑰花。目前园区内已种植玫
瑰花 30 亩、1.8 万余株，村内农户庭
院种植玫瑰花 52 亩、3.1 万株，全村
年产玫瑰鲜花 1 万斤，形成“花在村

中、村在花中”的独特景观。
嘉荫县朝阳镇永安村积极发展

乡村文旅经济，将蔬菜生产和乡村旅
游挂钩，让村民自发参与把农家院变
成“绿化地”，破解了村民群众房前屋
后杂物乱堆难题，极大地提升了村庄
颜值。五常市充分开发利用乡村农
户庭院露台、房前屋后空地资源，杜
绝荒废、闲置、杂乱地，提高农户自家
菜园的土地利用率，创新菜园利用方
式，实现了菜园变花园。

一个个“特色园”“创意园”“艺
术园”的涌现，带出了一批批“文化
村”“特色村”“旅游村”，如今的乡村

不仅越富越美，人气也越来越旺。
“拿出一亩田，增收一万元。‘四

小 园 ’正 在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引
擎。”省农业农村厅中药材发展处
（经济作物处）处长修国辉表示，下
一步我省将坚持突出重点、亮点、优
势和特色，依托龙头牵动、典型带
动、政策促动等“10 动”发展路径，坚
持统一供种、统一订单、统一田管、
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六
统一”管理模式，打造一批专业村、
特色屯，整村推进“四小园”建设，让
小庭院真正发展成大经济。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新名片新名片

克东县宝泉镇春光村房前屋后整齐的小菜园克东县宝泉镇春光村房前屋后整齐的小菜园。。

红菇娘丰收红菇娘丰收。。

平贝平贝。。

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黑河市爱辉区西岗子镇
坤站村玫瑰花产业园坤站村玫瑰花产业园。。

采摘玫瑰花采摘玫瑰花。。

方正银鲫。 本报记者 周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