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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农业在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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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金池

眼下，黑龙江省迎春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正值加工旺季，车间内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
通力协作，将蜂蜜原料通过机器融蜜、过滤、浓
缩、冷却后装罐，另一边的自动化蜂蜜加工生产
线正在高效运转，这里生产的“定制”蜂蜜产品，
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迎春蜂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迟鹏
飞告诉记者，公司基本实现全年生产，今年可实
现蜂蜜加工300吨左右，定制冻干品达20吨。

记者从鸡西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鸡
西市蜜蜂饲养量4.2万箱，蜂产品经营和加工企
业、养蜂合作社、养蜂场分别发展到21家、16家
和500余家，全年接收定制蜂蜜订单2万余箱。

虎林椴树蜜只是鸡西市发展定制农业的一
个缩影。据介绍，鸡西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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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打造出

“我在宝岛有亩田”“兴凯湖大米”等9个定制农
业精品品牌，预计2024年全市定制农业产值达
到5.8亿元以上。

据了解，鸡西市整合全市特色农产品资源，
围绕“绿色农产品、高端乳制品、优质畜产品、名
优酒产品、休闲健康品”五大核心产业链，推动
定制农业多样化发展。2024年，全市落实种植
业定制22万亩、畜禽养殖定制3.9万头、水产养
殖定制 20吨、蜂产品定制 1万箱。“一亩田”“一
栋棚”“一头牛”“一塘鱼”“一箱蜜”，这是鸡西市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打造的“沉浸体
验”认领定制服务，今年以来，全市认领订单1.6
万笔，实现销售收入 2356 万元，吸引参与农事
体验、观光采摘游客2.8万人次。

此外，鸡西市不断壮大生产主体、打造平台
基地，构建定制农业矩阵。截至 10 月末，全市
共有合作社 1969 个、家庭农场 16152 个，其中，
国家级示范社1个、省级示范社29个、省级示范
场163个。通过大力培育企业、合作社、农户等
定制主体，不断激发内生动力，形成区域特色产
业整体合力。

鸡西：
擦亮定制农业“金名片”

本报讯（褚宁靖 记者梁金池）“让世界了
解‘黑土优品’只需一顿饭的功夫”。日前，省
级优质农业品牌“黑土优品”特制菜品“小铁
锅炖”在黑龙江大学西区校园餐厅正式上
线。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
投集团）联合黑龙江大学推出“小铁锅炖”系
列6个菜品，从“黑土优品”中甄选食材，通过
匠心烹饪，让广大师生一饱口福。

活动现场人气火爆，小铁锅炖、特色水
饺、手工玉米饼等美食吸引了众多学生。“这
家的小铁锅炖汤汁浓郁、香气扑鼻，不仅味道
特别好，而且价格也十分实惠。”文学院的张
同学对菜品赞不绝口。

农投产融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朱芳冰介
绍，此次“黑土优品”进校园活动，是农投产融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一项关键举措，有
助于进一步加强“黑土优品”的品牌建设，同
时也让广大师生品尝到“更优、更绿、更香、更
安全”的龙江美食。此外，农投集团与卤则天
食品公司共同打造的“黑土优品——中式鹅
汉堡”主题快餐档口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装
修中，将于近期正式上线。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品牌农业
建设，举全省之力打造“黑土优品”品牌，目前
全省已有来自 330 家企业的 850 款优质农产
品获得“黑土优品”标识授权，涵盖米、豆、杂
粮、菌、乳等十大优势品类，“黑土优品”已成
为展示龙江新形象的靓丽名片。

为深耕“黑土优品”进校园活动成果，农
投集团与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共
同启动学生实习实训活动，涉及市场营销、供
应链管理、电商直播等多元岗位领域，学生们
在专业导师与企业导师的双重指导下开展实
习实训工作，为学生搭建深入了解农产品及
市场化运营管理的实践平台，同时也为“黑土
优品”的发展引入新生力量与创新理念，进而
推动“黑土优品”品牌进阶、提升品牌辐射力、
促进农产品流通。

“黑土优品”进校园
“小铁锅炖”火出圈

本报讯（记者梁金池）近日，以“数字赋能助
振兴，企校携手支‘三农’”为主题的“2024年度
朝阳论坛”在哈尔滨市举办。此次论坛汇聚了
来自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众多专家和
业内嘉宾，共同探讨数字金融服务“三农”的新
路径。

据介绍，此次论坛由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江农担）子公司朝
阳农业信息服务公司主办。在活动现场，龙江
农担与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和百融云
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院校和科研机构，
签署了多个联合实验室的战略合作协议，实验
室主要致力于农业金融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研
发。其中，龙江农担分别与东北农业大学、东北
财经大学合作的《卫星遥感数据在粮食种植类
信贷担保业务中的应用横向委托课题》《AI 大
数据智能实验室》备受瞩目，将为龙江农担粮食
种植融资担保业务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更多的科
技力量。

在数据产品推广应用方面，朝阳农业信息
服务公司在论坛上推出了票证数据分析、大病
重疾以及婚配与否等一系列数据新产品，这些
数据产品的应用显著提升了龙江农担的风险防
控能力和担保业务效率。未来通过与高校和科
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将持续不断优化数据产品
功能，使其更加贴合业务和风险管理需求，为省
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
融服务。

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孟广仕对《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进行解读，并解析了公共
数据资源开发应用方面的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
方向。

龙江农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论坛不仅
展示了龙江农担在数字金融服务“三农”方面的
积极探索和阶段性成效，也为业界同仁提供了一
个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平台。政府、高校、企业
和科研机构的携手，必将更好地为我省农业数字
金融和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校企携手探索数字金融
服务“三农”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吴玉玺）近日，记者从省生态
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我省印发《黑龙江省绿色龙
江先行区建设（第一批）实施方案》，确定伊春
市、大兴安岭地区作为我省首批开展绿色龙江
先行区建设的城市、地区。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6 年，伊春市、大

兴安岭地区绿色龙江先
行区建设取得积极成
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先进经验，在绿色龙

江建设中走在前、作表率。生态环
境质量位于全省前列，伊春市细颗

粒物平均浓度下降到22微克/立方米以下，大
兴安岭地区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下降到 15 微
克/立方米以下。生态资源保护位于全省前
列，伊春市森林覆盖率保持在 83.8%左右，大
兴安岭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85.34%，两市
（地）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均达到 70%以上。绿
色低碳转型在全省作表率，两市（地）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较
2023年均下降10%左右，文旅产业实现规模化
发展；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绿色有机食品认
证面积分别稳定在 150 万亩以上、75 万亩以
上。

到2030年，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生态环
境质量稳步提升，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
障更加稳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
建立，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绿色
伊春、绿色兴安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实施方案》要求，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
在开展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过程中，将完善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修复，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
换，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高质量完成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此外，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将因地制宜，聚焦
自身优势，培育发展文化旅游特色产业、绿色
低碳产业、绿色能源产业。

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密切跟踪伊春市、大兴
安岭地区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进展，加强统筹
推进，协调省直有关单位给予指导帮扶。及时
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改革举措和经验做
法，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为绿色龙江
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我省开展首批我省开展首批绿色龙江先行区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建设

抢抓施工抢抓施工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黄金期
冬修水利冬修水利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筑粮基

□文/摄 本报记者 吴玉玺

隆冬时节，皑皑白雪翩翩而至，轻盈地落在黑土地上。
虽是冬闲时节，少了农民们忙碌的身影，但田间地头却十分热闹，守护良田、修建灌区、河道治

理……全省水利工作者们抢抓冬季施工黄金期，为明年的粮食生产做足准备。

时隔2个月，记者再一次来到汤原县引汤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现场，一辆辆施工车辆正在有序
运送土方，依旧一派火热忙碌的景象。

引汤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是汤原县保障
全县农业用水需求的重点水利工程项目，总投资达到
10.92亿元。“工程竣工后，引汤灌区水田总灌溉面积将达
到40.24万亩，单产将由原来的每亩500公斤增至每亩580
公斤。”汤原县水务局局长孟雷说。

自 2024年3月项目启动以来，每隔一段时间，汤原县
北靠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向林都要来工地看看施工进度，李
向林一边走向田埂旁新修建的灌渠，一边向记者介绍：“我
们北靠山村种地用的水都来自引汤工程，听说工程正在续
建，能够保障全村村民们春耕期间用水，大家都很盼着
呐！”

“这两个月我们倒排工期，通过人停机不停的方式，

抓紧时间推动建设，完成了混凝土浇筑任务，目前我们
正在进行今年的收尾工作，为明年的施工做准备。”孟雷
介绍。

位于绥化市北林区的永安灌区红旗干渠建设于上个
世纪，由于年代久远，干渠经常发生跑冒滴漏现象，影响了
周边村庄的农田灌溉。2024年4月，总投资1.12亿元的永
安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正式开工。

据了解，2024年北林区对永安灌区在内的3个灌区实
施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涉及全区14个乡镇，总规
划灌溉面积20万亩，3个项目预计2024年底竣工，2025年
春季正式投入使用。

“我们采取挂图作战的方式，统一组织机械和人员进
场施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通过对灌区续建改造，夯
实水利基础、补齐短板，全力保障全区的农业生产。”北林
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大家都盼着灌区早点建好呐！”

提升防洪能力，在保护村民人身安全的同时，也在保
护村民们赖以为生的耕地。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泥鳅河山洪沟治理工程项目今年
4月开工，目前建设任务已经完成，等待明年雨季的考验。

茄子河区宏伟镇钟山村党支部书记伊广城告诉记者：
“以前一下大雨，河道两边的土地就会塌陷，村民出行比较
危险，河道附近粮食生长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治理
后，不仅提高了我们村的防洪能力，水土流失问题也得到
了解决，减少了农民的损失。”

记者从七台河市水务局了解到，2024 年茄子河区共
治理山洪沟 3条，工程建成后可增强防灾减灾能力，有效
保护周边11000名居民和4.8万亩耕地的安全。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小黄河治理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
员正在加班加点对河道堤坝进行格宾石笼挡墙施工建
设。据了解，小黄河治理工程总投资1.3亿元，其中国债资

金 1 亿元。建设完成后，防洪总效益面积达到 18.1 万亩，
保护人口8200人。

集贤县昌平村村民时玉林看到新修的堤坝又宽又高
十分高兴：“堤坝建得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有保障了，以后
再也不怕发大水，种地也放心了！”

“以前的堤坝防洪标准不高，此次施工我们对堤坝增
高加厚，全面提升抵御洪水能力。为了加快施工进度，
我们加大了人员和机械设备投入，预计明年 4 月完工。”
黑龙江省庆达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吕明
超说。

冬日的黑龙江气温已经接近零下 20℃ ，在田间地
头、江河湖畔的水利项目施工现场，温度还要更低，哈气
凝结的冰霜挂在现场施工人员的睫毛上、帽子上，他们却
没有丝毫退缩，拧成一股绳干得火热。他们有同一个坚定
的信念：保证大地的丰收，保障“中国饭碗”！

“以后再也不怕发大水，种地也放心了！”

在克东县润津乡永胜村，曾有一条不起眼的小沟，随
着时间的流逝，竟慢慢发展成一条面积为5.05公顷的侵蚀
沟。

“这条沟越来越大，大家都不敢在附近种地了，害怕自
家的土地被这条大沟‘吃掉了’！村里耕地面积连年减少，
影响了粮食产量。”永胜村村民忆起当时情景，仍旧心有余
悸。

今年11月初，村民们从县水务局得到了好消息：这条
侵蚀沟经过半年多的治理得到了有效遏制，村里再也不会
有耕地因为侵蚀沟扩张而消失了。

“目前全省各地在侵蚀沟治理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经
验、做法，为了确保治理成效，我们因地制宜，采取了工程
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克东县水土保持监督总
站站长李宏说。

李宏介绍，工程措施采取了修建石笼谷坊、沟头贴坡
式跌水、柳编护沟、围栏封育等多种治理方式，植物措施采
取了栽植柳树、沙棘和种草的治理方式。通过治理，耕地
的蓄水效益和保土效益将达到60%以上，土壤环境逐渐向
良性循环转化，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提高，粮食亩产
也会显著增加。

克东县是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全县水土流失
面积占县域面积一半以上。2024 年，克东县争取国债资
金 9500万元，实施治理侵蚀沟 268条，于 2024年 3月全面
开工建设。克东县水务局局长杨春山表示，全县需要治理

的侵蚀沟都在耕地里，督促施工单位在不破坏耕地的前提
下，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年底前保质
保量完成各乡镇侵蚀沟治理任务。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2024 年全省侵蚀沟治理总投
资 54.92 亿元，其中国债资金 43.59 亿元，实施治理侵蚀
沟 1.3 万条，投资额度、治理规模为历年最高、最大，在
有效保护黑土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吃地’的侵蚀沟消失了！”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
丰富丰富。。 资料片资料片

引汤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现场引汤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现场。。

克东县侵蚀沟治理现场克东县侵蚀沟治理现场。。

定制水稻田。 资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记者宋晨曦）日前，省粮食行业
协会、省大米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五
届一次理事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审议省
粮食行业协会、省大米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选举省粮食行业协会、省大米协会第
五届理事会领导机构，举行省粮食行业协会、
省大米协会第五届理事会领导机构、名誉顾
问授牌仪式等。

面对国内外粮食市场的复杂变化与消费
者对高品质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本届理
事会聚焦行业转型升级，强化服务职能，推动
我省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
业现代化贡献协会力量。

第五届理事会将秉承“树形象、聚人气、
求创新”的核心理念，重点落实中国粮食行业
协会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放心粮油供应网络
建设工作，配合开展重点粮油企业专项调查
工作，积极参加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相关活
动。组织企业参加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举办的
粮油展、品牌建设培训班、论坛、研讨会、粮食
经纪人培训等活动，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市
场竞争力；配合粮储局开展工作，助力区域品
牌建设和品牌提升工程，促进产业升级；加强
省协会自身建设，聚焦主责主业，拓展对外交
流，聚焦人才建设；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提升服务能力，优化
服务平台，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省粮食行业协会与
省大米协会强服务促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