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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鹤峰县城出发，沿着3米多宽的水泥公路，驱车
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太平镇槐树桩村的洞长湾水库
施工现场，只见渣土车来回穿梭，在泥地碾出深痕；石
壁上，风炮声轰鸣，工人戴着口罩，守在风炮机前，观
察钻杆进度。

2月23日，海拔1200多米的工地上，积雪未化，山
风钻入脖子似刀割，寒气逼人。搅拌站前，几名工人
迎着冷风，正在组装拌和系统。

“项目总投资1.3亿元，目前正在进行钻爆开挖、
拌和系统机组的安装，现已完成开挖工程量的80%，
预计今年下半年完成大坝主体工程施工。”坚守在施
工一线的项目负责人王春峰说，为抓工程进度，力保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施工方倒排工期，龙年春节期间，
工人们坚守工地，争取早日供水。

洞长湾水库是《恩施州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报
告》中鹤峰县重点水源工程，水库坝顶高程1165.8米，
正常蓄水位1163.3米，总库容267.41万立方米，预计
2025年6月完工。

王春峰介绍，因坝址区地质条件复杂，水库边坡
岩体风化强烈，岩层破碎，时有掉块、风化剥落现象发
生。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技术人员多次现场
研判后，决定采用“边坡治理+分区分层开挖”的总体
方案进行施工。

“作为技术骨干，我必须在一线。”来自陕西省渭
南市的曹福刚，是项目技术负责人，春节期间，因为工
程需要，他放弃和家人团聚。和他一样，春节期间，有
50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坚守在洞长湾水库施工
现场，目前到岗工人74人。

“工程大量采用机械化施工，节省了不少人力，期待
早日完工。”曹福刚说，不仅进度快，也摆脱了人海战术。

水库项目建成后，一库碧水将经过10多公里的管
道，输送到鹤峰县太平集镇、工业园区及周边村庄，可
解决3.48万人饮水及8300亩农田灌溉问题，完善区
域供水保障体系，提升水资源配置能力。

70余名工人奋战在1200
米高的工地上——

鹤峰洞长湾水库
完成八成开挖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艾红霞 通讯员 向丽莉 杨顺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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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黑龙江如何种好粮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龙春 刘澍森 通讯员 龙宣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从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三次到黑龙江省这个中华大粮仓视察，
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
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对发展粮食生产、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作出系列重要指示。

去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江省考察工作时强调，龙江要当好国
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强化数字技术和
生物技术赋能，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
准农田，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

多年来，该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毫不放松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坚持把
多种粮、种好粮作为重中之重，当好国家
最稳固、最可靠、最坚实的“大粮仓”。

统计资料显示，20年里，黑龙江粮
食生产描绘出一条持续丰收的“上扬曲
线”，从2004年粮食总产600.2亿斤到
2023年1557.64亿斤，迈出农业强省的
坚实步伐。

在2010年，黑龙江粮食总产量首次
突破千亿斤大关，达到1126.6亿斤，跃
居全国第一。

每年增产百亿斤，动力在哪里？相
关负责人总结称：“二十连丰”的关键首
先在于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守牢

“国之大者”的担当毫不放松粮食生产；
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千方百计增加粮食
播种面积，着力进行结构调整、提高单产
水平，持续提高科技含量。

站上“二十连丰”的新起点，新一届
黑龙江省委又瞄准新的目标：“坚持把多
种粮、种好粮作为首要担当，坚决落实国
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
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统筹推进黑土
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种业创新，确
保到2026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1800亿
斤，为保障‘中国粮食’、端牢‘中国饭碗’
作出更大贡献。”

坚守“国之大者”

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保粮食安全，首
先要藏粮于地。

统计显示，去年，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达
14743.1千公顷，居全国第一。

白山黑水之间，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
浩浩荡荡汇流，冲积形成了三江平原；经过2万
年的历史沉淀，形成了地球上最肥沃的三大黑
土地之一。

“捏把泥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黑土
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黑龙江典型黑土
耕地面积达1.56亿亩，占东北的56.1%。

黑土地面积最大、保护任务也最重。一度，
城市化、工业化，致使污染加重；一度，“重用轻养”
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逐渐下降，变“瘦”变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黑龙江持续开展了污染
防治攻坚战，还蓝天、碧水与净土。2016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
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
察时再一次强调，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
能，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切实把黑土
地保护好。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指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制定
出台《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全面贯
彻落实田长制，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
推进小田并大田，系统施策提升耕地质量，强化
病虫疫情监测网点建设等，在全省建立起黑土
地长效保护机制。

根据不同土壤类型和积温带，当地探索形
成了黑土地保护利用“龙江模式”和“三江模
式”。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的治理，让“瘦”了的
地又变“肥”了，“硬”了的地又变“软”了，“消失”
了的黑土地慢慢“回来”了。

2018年以来，黑龙江累计治理侵蚀沟2.18
万条，黑土良田得到大面积还原。截至2022年
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3亿亩，成为
全国第一个超亿亩省份。通过小田并大田改
革，增加种植面积4%左右，贡献了全国耕地面
积最大的增量。

呵护耕地“大熊猫”

粮食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
作为科教大省，黑龙江人在粮食生产的科研

上一直舍得投人投力投钱，久久为功。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芯片。
地处北国，黑龙江地质气候条件与华南、华

北、西北迥异，南方的种子难以在东北大地获得高
产稳产。作为全国拥有寒地作物资源数量最多的
省份，黑龙江省早在1982年就着手建设寒地作物
种质资源库，历经40余载，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7
万余份，种质资源保存能力达30万份，向社会提供
种质资源1万余份。2022年首批国家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圃）名单中，黑龙江省占据三席。

从“种质”到“种子”，本土的育种团队培育出系
列“龙江良种”，把一次次量的积累变成一次次质的
飞跃。2022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
盖，12个农作物品种上榜全国主要粮油和重要特色
作物前十大品种榜单。

“黑河43”，推广面积常年稳居全国首位，
是全国成果转化最多的大豆品种；“龙粳31”亩
产746.4公斤，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超级稻品
种，入选我国“十三五”十大农业科技标志性成
果；遍布22个省的“克新1号”，是我国应用范
围最广、应用年限最长、经济和社会效益最高的
马铃薯品种，获国家发明二等奖；针对当地盐碱
地，科研部门培育21个耐盐碱水稻品种，创新

“以种适地”模式，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
亩，将水田平均亩产由500斤提高到1000斤。

选好种，更要“慧种地”。
从2013年开始，黑龙江省建立了全国首个

省级农机调度管理平台，实现对免耕播种、深松
整地等8种农机作业监测，大大提升全省农机信
息化、智能化管理水平。目前，全省已累计安装
深松整地和秸秆还田作业监测终端9.1万台。

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靠天吃
饭”到“旱涝保收”，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成果在
龙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截至2022年底，该
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9.8%，高于全国
7.4个百分点，主推技术到位率保持在95%以
上。在此基础上，黑龙江以品牌农业为抓手，大
力培育“黑土优品”省级优质农业品牌，讲好“龙
江好米”“龙江好肉”“龙江好鱼”品牌故事，在会
展中心建设4000平方米的黑土优品展示运营
中心，展陈2200多款优质农产品。2023年，五
常大米品牌价值高达713.10亿元，在全国大米
品牌中一骑绝尘。

2023年，黑龙江省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
主要农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要求，制定“玉米
与大豆单产提升三年工作方案”，4个全国玉
米单产提升工程示范县、10个北大荒农垦集
团分公司、46个承担全国大豆（玉米）单产提
升整建制推进县、56个全国绿色高产高效行
动示范县齐上阵，进一步夯实科技增粮、模式
增粮、产业增粮的新路径。其中，北大荒集团
七星农场水稻亩产突破1600斤，富锦市剑峰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豆亩产668.6斤，创该省
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从会种粮到慧种粮

冬季的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白雪皑皑，
一片寂静。

原本是猫冬的季节，不少地方的合作社
却十分热闹，各地合作社和村民都忙着签订
土地托管协议。

“土地托管有效解决了谁来种地难题，农
民积极性高涨。”据该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全程托管服务，就是农民给合作社每
亩交300元左右托管费，从种到收，所有环节
都由合作社负责，农民当“甩手”掌柜，到时在
家等着收粮就行。

随着东三省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谁来种
地、如何种地是当地稳粮的最大难题。

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解题之道。
为此，黑龙江省积极发展农业合作社、乡村能

人、农业中介服务组织，让其成为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生力军。截至2022年底，全省登记的
家庭农场有6.2万个，农民合作社达到9.1万
个。其中，省级以上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分
别达到1114个、2434个。

2021年，黑龙江省因势利导，在全国率
先启动农业生产全程托管服务整省试点，建
设了20个示范县、29个试点县和100个示范
乡镇。到2023年，该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发展到4万家，全程托管服务面积达到4358
万亩，参加托管社会化服务面积超1.12亿亩
次，服务小农户109.7万户。萝北县、富锦
市、北大荒农服集团被确定为全国农业社会
化服务创新典型。

率先补足社会化服务短板，让龙江小农
户与大产业、大市场有效衔接。

并且，该省还延伸服务深度与广度，形成
“生产托管+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粮食银
行”全程托管“链式服务”模式，让小农户进入
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大生产。

对大农场，则启动智慧农场建设。截至
目前，北大荒集团已建成16个智慧农场，年
耕种管收综合作业面积34.04万亩次。一年
四季实现“耕种管收生产环节全覆盖；机库田
间转移作业全自动；自动避障异况停车保安
全；作物生产过程实时全监控；智能决策精准
作业全无人”，完全一幅现代化农场的场景。

土地托管解决谁来种地难题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通讯员徐威）2月27日，
从省粮油集团年度工作会获悉，2023年，该集团实现
营收206.68亿元，位列中国农业企业500强第75位，
较2022年提升44位，企业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品
牌影响力、行业带动力持续增强。

作为省内综合经营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国
有粮食企业，2023年，该集团粮食、油脂和水产三大板
块营收达到新高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3.34%、
78.13%、58.8%。其中，稻谷、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
交易量达254万吨，豆油、菜籽油和棕榈油交易量达
104万吨，小龙虾交易量15万吨，业务规模稳中有
进。吉林粮贸仓储项目、武汉经开粮食储备库项目、遵
义红花岗酒用粮库项目等一批投资项目落地推进，企
业发展后劲增强。

省粮油集团坚持“有仓必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
查必彻底”的原则，全年对政策性粮油巡查35次，自营
商品粮仓储检查24次。各类承（存）储政策性粮油规
模（指标）达83650吨，完成（准）低温仓改造5.23万
吨，省级储备粮实现“空调仓”覆盖率100%。同时，推
进仓储监管信息化建设，基本实现“人防、物防、技防”，
切实守好管好“荆楚粮仓”。

2024年是省粮油集团奋进“第三个百亿”目标的开
局之年。会议透露，该集团将围绕主业主责，找准优质投
资项目，继续完善省内五大片区布局和国内四大产销区
基地及物流节点建设，主导深化“油稻虾”3条产业链建
设，积极参与生猪、中药材、水果等供应链上下游产业链
投资布局，形成“3+N”现代农业供应链新发展格局，助力
企业加快从传统贸易向现代农业供应链、产业链集成运
营转型升级，力争全年营业收入达到260亿元。

省粮油集团
去年营收超206亿元
位列中国农企500强第75位

较上年提升44位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彤）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和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我省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遴选了6项渔业主推技术，编
制了《2024年渔业主推技术指南》，于近日正式公布。

这6项渔业主推技术包括：稻—虾—鳝生态综合
种养技术、稻虾生态种养技术、池塘大规格河蟹养殖技
术、池塘虾鳜轮养技术、黄颡鱼池塘健康养殖技术、鳖
虾鱼稻生态种养技术。

据介绍，这6项渔业主推技术具有良好的综合效
益。比如，稻—虾—鳝生态综合种养技术可实现每亩
稻谷产量550公斤、小龙虾75公斤、黄鳝25公斤，每亩
可实现产值5000元。该模式较虾稻种养模式，每亩可
增加效益35％以上；较稻鳝种养模式，每亩可增加效益
40％以上；较传统的种植稻谷增加效益3—5倍。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要求各地根据《指南》，结合
本地产业发展实际和渔业技术需求，成立工作专班，精
心组织实施适宜本地渔业发展的主推技术。创建1到
2个主推技术示范样板基地，开展试验示范、技术培
训、观摩交流等活动，引领带动新型渔业经营主体学习
应用新技术、新模式，确保渔业主推技术落实到位。利
用媒体加大主推技术的推介力度，通过专家讲解、现场
观摩、典型交流等方式向新型渔业经营主体推介渔业
主推技术。

综合效益明显

我省主推6项
渔业生产技术

下图：北大荒集团工
人晾晒大豆。

（新华社发）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工作人员在哈尔滨市
双城区地头，向农民发放科学用农药资料。

（新华社发）

上图：2023 年，黑龙
江省玉米喜获丰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