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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环境 促发展 办实事 惠民生

乡村行 看振兴民企发展正当时

□特约记者张自峰 全媒体记者陈骁 许宏伟 王宏妍

庆安，三山环绕、七河开源、九河汇流，素有“七
山二水一分田”之称。青山映照、河水源头，寒地黑
土赋予了其天然无污染的生态环境，以及富集的自
然资源，也让庆安享有“全国生态示范县”“全国绿色
食品之乡”之美誉。

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优质的绿色农产品优势，
近年来，庆安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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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农业新业态的重
要抓手，探索从“田间”到“餐桌”个性化定制农业，不
断推动农业向高质量高效益迈进，真正实现从“种得
好”向“卖得好”转变。

据介绍，今年，庆安计划发展定制农业规模在50
万亩以上，其中高端定制面积17万亩、产值6亿元以
上。

“定制农业是社会生产消费达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对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快现代化农业建
设意义重大，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路径。”

庆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彦威介绍，庆安县以
235万亩“两品一标”认证基地为基础，依托农业龙头
企业、合作社等农业主体，大力发展“云上田+会员+
文旅”“专品种+直播+托管”“特色专品+专属人群+
托管”3条契合庆安实际、具有庆安特色的中高端定
制发展路径，并持续在特色农产品上发力，逐步形成
以绿色水稻、有机水稻、富硒水稻、鲜食玉米等特色
专品定制为主的定制农业基本盘。

庆安当前正在大力发展定制农业，既能稳定生
产者的生产预期、收入预期，又能满足消费者未来的
产品预期、质量预期，有效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
性，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

“我在庆安有稻田”是位于庆安县的黑龙江省博
林鑫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高端定制项目。
去年，博林鑫农业定制农业0.5 万亩，接待游学 200
人，定制农产品销售额达5000万元，带动了周边农
民增收200万元。今年，公司计划发展0.75万亩，预
计接待定制人数1.5万人。

“这个项目给我们种植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通过与公司合作，我们种的大米有了更稳
定的销售渠道，收入不但有了保障，比正常
中低收入还多了不少。”签约种植户龚树
道感慨地说。

博林鑫农业是集水稻种植、粮食
仓储、大米加工与销售、农业观光、
新能源开发、餐饮连锁、现代物流
于一体的农业全产业链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新型民营集团企业。
近年来，博林鑫农业以“农业为基
础，文化为灵魂，旅游为引擎”的核
心理念，推出“我在庆安有稻田”定制
模式，积极探索农文旅相结合，实现三大
产业的深度融合。并与苏州社区合作建立

“社区粮行”50家，定制供应优质大米3000—
5000吨。以及与四川科伦制药集团、石家庄四药集

团合作为两家上市公司在全国30余家所属企业定制
大米150吨，促进营收大幅度增长。

博林鑫农业董事长赵宝林介绍，我们推出的定
制农业分为个人认养土地专属权益和团体个人认养
土地专属权益，并将文化元素融入农产品设计与乡
村旅游体验中，依托农业资源，开展龙江文旅游、庆
安农旅游、稻米产业游。通过“三游”项目，吸引游客
前来游玩龙江美景、体验稻作农事活动、品鉴庆安大
米宴，感受庆安稻米产业文化和地方乡村文化。

（下转第二版）

重塑从重塑从““田间田间””到到““餐桌餐桌””新业态新业态
———庆安县高质量推进定制农业实践探索之一—庆安县高质量推进定制农业实践探索之一

本报讯（吴孟 全媒体记者许宏伟）市法院
聚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寒地黑土”区
域特色，建立“寒地黑土”执法司法保护协作联
动机制，率先设立全省首家黑土地保护草原恢
复基地，采用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的审判
机制，对涉黑土地案件集中审理。2024年以
来，绥化法院共受理涉黑土地案件270件，审
结219件，审限内结案率100%。

围绕“保护优先、预防与惩治并重”的司法
理念，严厉打击涉黑土地犯罪活动，多元化解
并妥善审理涉黑土地民事、行政纠纷案件。
2024年，全省首家黑土地保护草原恢复基地
在安达法院昌德法庭揭牌成立。2024 年以
来，绥化法院通过刑事审判对盗挖、非法占用、
非法倾倒废物等破坏黑土地的犯罪行为依法
从严惩处。新收涉黑土地民事案件210件，审
结177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100%。以民事
审判让侵权人从黑土地的“破坏者”转变为“修
复者”。通过诉前化解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6
件，形成源头预防、非诉在前的多元解纷途径，
构建起黑土地保护社会治理新格局。

不断深化理念变革，扎实推进黑土地审判
专门化建设。市法院抽调刑事、民事、行政审
判中坚力量组成黑土地审判合议庭并开始实
体化运行，对涉黑土地类的民事、刑事和行政
案件进行统一归口审理，做实审判职能“三合
一”机制，促进刑事追诉、民事赔偿、行政履职
依法协同，努力实现“1+1+1>3”的司法保护效
能。市法院还把服务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
作为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通
过开展座谈交流，人大代表旁听庭审等形式，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推动代表履职与司法工作
深度融合。2024年 7月 22日，肇东千鹤岛湿
地巡回法庭公开审理2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件，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人现场旁听，
庭审结束后，法官结合案情进行就案讲法，增
强人民群众保护环境资源的法治观念。

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推动形成黑土地司法
保护合力。市法院与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
境局等有关单位共同探索构建黑土地行政执
法与司法保护协作联动机制，联合发布《关于
建立健全“寒地黑土”执法司法保护协作联动
机制的实施意见》。海伦法院积极与公安局、
检察院、农场等部门对接，有针对性地提出司
法保护的建议，从前端加强对富硒黑土的保
护，深入中端化解，加强终端土地资源类的执
行案件的执结力度，使被侵占、破坏的土地尽
快恢复原样，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黑土地的高效
保护。

强化黑土地保护品牌意识，多样化开展法
治宣传活动。根据绥化辖区各县市区自身特
色，分别建立独具特色的黑土地保护基地。世
界环境日、全国土地日、全国生态日等时间节
点，深入街道、广场、学校等发放保护黑土地宣
传手册、悬挂宣传横幅、现场为群众解答相关
法律法规，让黑土地保护理念扎根群众心间。
望奎县法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微博等平
台发布黑土地保护案例，法院干警前往县内湿
地景区、车站、广场等地进行黑土地保护法治
宣传，倡导广大群众时刻树立法治意识，增强
法治观念，自觉遵纪守法，做“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践行者。

设
立
全
省
首
家
黑
土
地
保
护
草
原
恢
复
基
地

市
法
院
建
立
﹃
寒
地
黑
土
﹄
保
护
协
作
联
动
机
制

本报讯（张冠虹 朱胜男全媒体记者许宏伟）春光
无限好，正是读书时。4月22日，在第30个世界读书
日到来之际，市妇联在绥化市继光小学开展“书香润
心·弟子规同行”庆祝活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袁成宝，市委副厅级干部杨全胜出席活动。

活动以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圣人训，首孝
悌，次谨信……”拉开序幕，将文艺表演与阅读推广

深度融合。诗朗诵《我在书里等你》、情景剧《满江
红》、歌曲《孝和中国》、演读《黄继光的一封家书》、合
唱《如愿》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也为活动增添了更多的文化色彩。

活动期间，袁成宝一行还参观了安康图书馆、北
林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黄继光英雄事迹纪念馆，同
教职人员深入交流，“学生们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

“图书馆开放时间能满足大家需要吗？”袁成宝说，要
持续推进“书香机关”“书香校园”“书香社区”建设，
着力构建开放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帮助
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同时，也
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推动形成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不断为现代化强市建设注
入更多精神力量。

市妇联开展庆祝第30个世界读书日活动

本报讯（棱轩）连日来，绥棱县各乡镇积极投入备
耕生产，浸种催芽和水稻摆盘作业同步进行，良种良
技双加持，有效提高春耕效率。

在上集镇宝田村水稻智能化催芽工厂，一袋袋
经过包衣红玉似的水稻种子正浸泡在恒温9°的智
能加温箱内，为了保证种子的出芽率，工厂采用打氧
式浸种，提高种子的呼吸强度。据了解，上集镇宝田
村水稻智能化催芽工厂共有催芽箱18个，可一次性
催芽400吨，不仅能满足宝田村自身1.2万多亩水稻
的种植需求，还能为周边村屯的农户提供优质催芽

服务，提高全镇备春耕的工作效率。
“良技”加持让水稻浸种催芽摆盘覆土作业“两

条腿”起跑。在长山镇十部村水稻催芽园区的育苗
大棚内，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正指导种植户
摆盘覆土的注意事项。园区内98栋育苗棚室均配备
电动覆土机双轨道设计，让智能化设备施展的空间
更大，上方的微喷设备则保证了棚内用水的精准调
节，既节省了人力又提高了作业标准。而在长山镇
像这样的智能化园区共有3个，为春耕生产保驾护
航。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芯片”，近年来，绥棱县大力
推广良田、良种、良技、良机、良制的“五良”措施，鼓
励种植主体选用适区优良品种，推广大垄种植、缓控
释肥、一喷多促等新技术应用，全力提升粮食单产。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智能化催芽车间13处，可一
次性催芽1100吨，水稻育秧大棚1.65 万栋，目前已
全部完成清雪扣棚，摆盘覆土作业超70％，各类农资
储备充足、农机具检修完毕，春耕生产有序推进，为
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绥棱：良种良技双加持春耕生产高效率

□特约记者 姜立峰

在海伦市，一家名为晴森粮食加工有限公司的企
业已默默耕耘了36年。从起步于竞争激烈的海伦面
粉加工业，到辗转青冈县中和镇，再到因招商引资政
策重返海伦，这家企业始终以“质量为本”，在时代变
迁中坚守初心。2021年1月，李贵宝从父亲手中接过
重任，延续着“让百姓吃上好面”的朴素愿景。

晴森公司的历史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1989
年，海伦当地面粉厂林立，市场竞争激烈，创始人李
贵宝的父亲选择到青冈县中和镇办米面加工企业，
以差异化经营谋求生存。2007年，随着海伦市招商
引资政策的推进，企业决定回归故土，依托家乡的农
业资源和政策支持，逐步扩大规模。这一“走出去又
引回来”的战略，不仅体现了企业灵活适应市场的能
力，更彰显了其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作为面粉加工企业，原料的品质直接决定产品
的成败。晴森公司的小麦采购涉及俄罗斯和我国的
山西和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牙克石农场等地，年进货

量达3-4万吨。每批小麦均经过严格化验，确保符
合标准后才签订合同。这种对原料的苛刻筛选，为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生产工艺上，晴森坚持“配麦通用粉”原则，即
不提取麦芯、不添加增白剂或改良剂，最大程度保留
小麦的原生态风味。其面粉呈灰黄色，口感扎实有
嚼劲，面筋含量适中，带有自然的麦香。李贵宝坦
言：“现在人嘴比较刁，但好东西自然有人找。”正是
这种“不跟风、不取巧”的坚持，让晴森的面粉在消费
者中积累了口碑。

目前，晴森公司旗下拥有“晴森”“李氏北环”“京
粮花”三个品牌，年加工面粉2—3万吨，主要销往海
伦周边县市，并通过国家“832扶贫平台”拓展市场。
与其他企业不同，晴森不设专职业务员，也不依赖广
告推广，而是通过“客户介绍客户”的口碑传播模式，
在每个县城仅设一家代理经销商。这种“少而精”的
渠道策略，既降低了运营成本，又确保了终端价格的
稳定。

在企业内部，晴森公司注重员工福利与技术团

队建设。现有员工二三十人，其中技术人员占比超
三分之一，月工资稳定在4000—5000元，且保证按
时发放。这种“待遇留人”的方式，使得技术骨干长
期留任，保障了生产工艺的稳定性。李贵宝认为：

“产量和质量若不能兼顾，宁可少做也要做好。”这一
理念贯穿企业管理的每个环节。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晴森公司仍将“品
质”视为核心竞争力。李贵宝表示，未来计划通过优
化设备提升产能，但绝不会牺牲质量。“把质量保证
好，让百姓吃上点好面”不仅是口号，更是两代人坚
守的承诺。

从乡镇小厂到区域知名品牌，晴森粮食加工有
限公司的36年历程，是一部传统家族企业坚守与创
新的缩影。其“返璞归真”的制粉理念，或许正是对

“匠心”二字最好的诠释。

坚守品质 传承匠心
——海伦市晴森粮食加工公司三十六年发展路

本报讯（韩晓旭 特约记者孟维欣） 明水县永兴镇创新推行“公司+
合作社+农户+园区”土地托管模式。去年，全镇土地托管面积4.38万
亩，亩均增收150元，涉及村民362户，带动户均增收6000余元。

“我们提供‘耕、种、管、收、售’全产业链托管服务，玉米托管费每亩
435元，大豆每亩267元，比单户种植成本降低15%以上。”合作社理事
长郑秀平介绍，今年已签约农户87户，托管面积突破1万亩。

据了解，今年全镇土地托管面积预计达 6.8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35%。截至目前，永兴镇新华村土地托管面积已达8100亩，涉及农户76
户。村民王魁友连续两年托管土地，今年将68亩地全部交给合作社。

“去年托管后，年底一算账，比往年多挣了3万多元。今年预计收入还能
再上一个台阶。”王魁友信心满满地说。同时产出的优质玉米与高油高
蛋白大豆，又是永兴镇中凯食品厂与刘权农副产品销售公司的生产原
料，形成了种、产、销的产业闭环，初步实现了三产融合。

下一步，永兴镇继续打造“加工品种专用化、专用品种基地化、基地
建设标准化”的产业布局，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带
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力争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以土地
集中连片、规模经营为载体，通过全程托管、技术服务托管、优势环节托管
多措并举，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通过新机制、新技术全面提
升亩单产水平，为“稳粮增
豆”促进农民增收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为全镇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保障。

永兴镇
土地托管促三产
稳粮增豆筑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