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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四月，春潮涌动。明水县育林乡示范村的
瓜果蔬菜温室大棚里，银白色的大棚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村民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移栽作业。一垄垄
嫩绿的幼苗整齐排列，与银白色的大棚交相辉映，
勾勒出一幅充满希望的春耕图景。

走进温室大棚，温热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一株
株翠绿的瓜苗焕发着勃勃生机，村民们正在进行香
瓜苗移栽作业，有的运苗、有的栽苗、有的覆土，大家
分工合作，棚内蜜意浓浓，为香瓜的头茬生长和抢

“鲜”上市做足准备。
种植户李记香家有40栋蔬菜大棚，其中温室大

棚有4栋，种植香瓜、茄子、豆角等。香瓜4月移苗，
6月上市，每棚栽种瓜苗约2300株，每栋大棚预计
净收入2000元左右。“我们30多个村民在这里干活
不仅离家近，每天还能获得100元钱的收入。”村民
刘淑娟笑着说。“鹤丰金喜”香瓜的种植不仅撑起了
示范村产业致富的“甜蜜希望”，也带动了务工村民
的增收，每栋大棚都成了一座“聚宝盆”。

“我家目前栽植的香瓜品种以‘鹤丰金喜’为
主，我们在种植与管理过程中不打农药，用的是有
机肥，产出的香瓜香气浓郁、口感甜脆。从现在开
始移栽，再有两个月香瓜就可以上市了。”李记香捧
着香瓜苗笑着对笔者说。

气温渐暖，大地苏醒。育林乡的香瓜产业只是
当地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片充满希望
的田野上，示范村正以移栽香瓜苗为新起点，村民
在奋进的春天里向着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美好未
来大步迈进。

棚室香棚室香瓜瓜产业产业““甜甜””
□文/摄 杨悉越

4月12日，北林区暖阳社工联合朝旭
街道联通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 文化共
传承”活字印刷术体验活动。活动现场热
闹非凡，对传统文化充满热情的青少年们
齐聚一堂，共赴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活动中，青年志愿者化身“小老师”，
生动讲解了活字印刷术。从毕昇的伟大
发明，到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深远
影响，志愿者通过精心准备的图片、小故
事，带领在场青少年了解了活字印刷术
的辉煌历史。

讲解结束，志愿者们还为大家分发了
活字印刷体验工具，带领在场的青少年练
习排版、涂墨、覆纸、拓印。大家小心翼翼
地摆放活字，按照自己想要的内容排版，
当纸张覆盖在活字上，用滚轮轻轻压过，
一幅印刷作品就完成了。孩子们经过亲
自动手操作，深刻领略到了纸墨之间的神
韵以及拓印艺术的独特魅力，每个人都激
动地将自己的作品留存纪念。

一笔一墨一丹青，一纸一字一发明。
未来，暖阳社工将充分发挥共青团“伙伴
计划”示范项目作用，为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让更多青少
年了解和喜爱古老而珍贵的传统技艺，为
非遗文化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非遗润童心 文化共传承
□文/摄 全媒体记者 王宏妍

本报讯(孙羽 特约记者 姜立峰 全
媒体记者 许宏伟)海伦市长发镇深入挖
掘农产品特色优势，多措并举、积极谋划
发展定制农业，优质农产品不断涌现，激
活了乡村振兴新动能。

针对长发镇20家农产品加工、食品
生产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市场竞
争力、产品销路不畅、企业营收受限的现
状，镇党委协调组织企业赴黑龙江农业
科学院、东北农大食品研究院与专家对
接商讨产品创新，开发了“私人定制”

“企业定制”、功能性定制、农产品伴手
礼等系列产品，把准“轻食控碳”饮食风
潮，促成黑龙江圳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和村办企业长发村“源自食品有限公司”
合作，打造了功能性“营养慢碳定量主
食”鲜食玉米。长发村源自食品抓住亚
冬会召开的契机，借鉴亚冬会吉祥物元
素推出“滨滨”与“妮妮”图案月饼，开发
了栗子、莲蓉等四种口味，仅去年中秋节
期间，线上线下销售1000余盒，销售额
达10万余元。长丰村蔡家屯作为远近
闻名的“韭菜屯”，每年4月初，10栋韭
菜大棚第一茬韭菜以定制方式如期上
市，备受消费者青睐。

突出农业自然优势禀赋，讲好富硒
产品故事。长华村是全国第一批获得中
国地质学会认证的“首批天然富硒土

地”，农产品天然富硒。长发镇用好用足
这一独特地域优势和自然禀赋，讲好富
硒产品故事，把这一殊荣变为提高产品
竞争力、提升品牌知晓率的有力举措。
成功帮助长华村坤诺水稻种植合作社生
产的嘻娃娃富硒米获得相关行业富硒认
证，显著提升了产品价值。

整合资源塑造“长发”地域品牌，引领
民营企业抱团发展。长发镇20家农产品
加工、食品生产企业拓展研发了长发大
米、长发月饼、长发煎饼、长发鲜食玉米等
地域品牌品类，并通过聘请邀约网红带货
达人、广告策划公司和农产品经纪人，精
准对接消费端，“长发”地域品牌影响力日

益增强。军诚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与快手、抖音网红进行直播带货，并
邀请奥运摔跤冠军景瑞雪等多位冠军为

“长发四”大米品牌担任品牌代言人，提升
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长发镇培育定制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4 月 14 日，绥化经开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了市民刘国
有赠送的写有“心系百姓办实
事，为民维权显担当”锦旗，表
达了对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衷心感谢。

刘国有两年前在市区某4S
店购买了车辆维保服务，然而该
4S店目前已停止经营，导致刘国
有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在多次与
4S店交涉无果后，刘国有向经开
区市场监管局提出了投诉。接到
投诉后，经开区市场监管局迅速
行动，与该4S店取得联系，并多
次进行沟通调解，耐心倾听双方
意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在调解过程中，经开区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

心，细致调查、严谨分析，为双
方搭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沟
通平台。经过不懈努力，最终
该4S店同意退还刘国有剩余的
车辆维保费用7000余元，成功
解决了这一消费纠纷。

刘国有对经开区市场监管
局“12315”投诉举报工作给予
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评价，他感
慨地说：“绥化经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真正做到了心系百姓，
为民办实事。”

下一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秉持执法为民的理念，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消费者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维权服
务，努力打造一个更加公平、公
正、有序的市场环境。

心系百姓办实事
绥化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获锦旗

文/摄 全媒体记者 张慧莹

本报讯（绥宣）连日来，绥棱县上集
镇宝田村抢农时、争主动，积极组织村
民开展水稻育苗工作，眼下，已进入水
稻出芽下籽期，全村春耕生产科学有序
推进。

在上集镇宝田村水稻智能化催芽

工厂，首批经过智能化浸种催芽的100
吨水稻种子终于迎来了出芽期，工人们
正忙碌地将芽种搬运出箱。得益于智
能化催芽系统，工厂已实现温度、供水、
有氧度等精准化管理，今年出芽率达到
98%以上，让一粒粒迎来新生的水稻芽

种茁壮成长。宝田村村民张东有就早
早地来到工厂，领取自家的种子。

在智能化作用下，让出芽下籽、覆膜
育苗同时进行，确保春耕生产环环相扣
不脱节。在上集镇宝田村育苗园区内，
200栋标准化育苗大棚整齐排列，首批

芽种已送达，农户们正有序进行下籽、覆
土、覆膜作业，电动播籽机等现代化设备
的应用，让整个流水线高效运转。

据了解，今年上集镇宝田村水稻智
能化催芽工厂共催芽155吨，截至目前
首批出芽下籽作业已全部完成，剩余芽
种于4月5日完成出箱下籽作业，抢抓
农时，扎实推进水稻播种工作。

上集镇宝田村党总支书记张东军
说：“我们在4月中旬开始泡田，5月上旬
开始插秧，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单产攻
关，高产创建。”

宝田村首批智能催芽水稻种子迎来出芽期

（上接第一版）各领域合作日益
密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
入，可以说月月有进步，年年有
成果。柬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三大全球倡议，感谢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为柬带来巨大发展
机遇。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一次
历史性访问，将深化两国铁杆友
谊，充实“钻石六边”合作架构，
推动柬中关系迈上新台阶。柬
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东盟－中
国合作、澜湄合作等多边机制中
的协调配合，共同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繁荣。

西哈莫尼向习近平颁授“柬
埔寨王国民族独立大项链级勋
章”。

西哈莫尼表示，习近平主席
对柬埔寨怀有特殊友好感情，为
推动柬中关系发展作出了杰出
贡献，是柬埔寨伟大的朋友。相
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
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在国际地区
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表示，这枚勋章充分
体现了柬埔寨对发展中柬关系
的高度重视，承载着柬埔寨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份
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所
有为中柬友谊耕耘付出的友好
人士。

当晚，西哈莫尼为习近平举
行欢迎宴会。

蔡奇、王毅、王小洪等参加
上述活动。

（上接第一版）
于晓庆将磨好的面粉送给

邻里乡亲品尝，大家品尝后纷
纷赞不绝口。在众人的肯定与
鼓励下，他毅然决定扩大种植
面积，同时对加工厂进行扩
建。今年，于晓庆的小麦种植
规模已达240余亩，平均亩产量
预计可达600余斤。收获后的
小麦，还要经过严格的清选、研
磨等工序，最后精心包装推向
市场销售。

目前，产品主要以全麦面
为主，拥有“百发于磨坊”和

“玮拓”两个自主品牌，采用“线
上＋线下”模式进行销售。现
在，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仅去年
一年，就销售全麦面粉30多吨，
销售额高达20余万元。而新上
架不久的当地特色小麦米，一
经推出便受到市场青睐，当前
销售量也十分可观。

联发镇镇长透露：“下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小麦产
业规模，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新
模式，争取在全市乃至更大范
围内打响海伦小麦产业的金字
招牌。”

百发村解锁小麦全产业链“密码”

（上接第一版）乡政府把养牛业
作为主导产业项目以后，在乡
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他们开辟
了三条发展渠道，在河套、林地
开辟放牧场，提供优良的草地
放牧环境；购买夏洛来、西门塔
尔等优良品种，广泛开展冻精
杂交技术，提高饲养品质质量；
自办肉牛产品加工企业，把牛
肉、牛皮、牛杂碎进行综合利
用，增加养牛产值效益，激发养
牛积极性，从而使全村养黄牛
达到3万头。王花屯每年存栏
黄牛达到上百头，年纯收入达
到50万元。

把养殖业作为立村产业，
坚持不搞“大帮哄”“一阵风”，
而是注重发展特色产业。乡政
府领导通过市场调查和农户走
访，发现永华村闫白屯王云录
饲养藏香猪，每年纯收入达到2
万元。藏香猪个头小，瘦肉多，
而且蛋白质高，特别受客户青
睐，在市场上走红热销。乡里
在王云录家里召开现场观摩
会，让他介绍饲养经验和效益，
同时派出技术干部，入户进行

技术指导，饲养藏香猪业很快
在全村开展起来，争相购买藏
香猪仔。为适应市场需要，乡
里出资购买优良种猪，加速繁
殖。全村藏香猪很快发展 3.6
万多头，多的达到 3000 头，少
的也有200头，农户普遍增收万
元以上。

把产业作为立村项目，特
别注重把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
紧密融合，不断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积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
市场，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永升村邻近铁路、公路，还邻近
两个集贸市场，人员流动众多，
客流络绎不绝。根据这一地域
特点，村里发展起黏玉米产业，
种植黏玉米达到1200多公顷，
但由于产品单一，只能季节生
产，产品处于滞销状态。对
此，乡政府帮助村里建起冷冻
库，深加工企业，开发出冷冻、
保鲜黏玉米，盒装、袋装真空保
鲜玉米，以及黏玉米糕点、馅饼
等美食产品，成为热销产品，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每户增收近
万元。

欢胜乡做强做大一村一个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