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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直播下来，卖出大米近千斤，销售额

近 7000 元。这对于刚刚踏入电商领域的丁

洪阳来说，已实属不易。今年 28 岁的丁洪

阳，大学毕业后留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老家，帮父亲种粮、卖粮。

“我们流转土地 1300多亩，种植优质品种

米，注册绿色品牌，去年纯收入有 80多万元。”

丁洪阳底气十足。一旁，父亲丁会利掰着指

头细数：“政府还给了不少补贴，生产者补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秸秆还田补贴……”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地处东北平原黑

土带中心区，绥化市着力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把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落到实处。

优化布局，在保证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的
前提下，增加大豆播种面积
112万亩

人勤春早。松嫩平原上的冰雪还未消

融，在海伦市永和镇经建村，一台崭新的大豆

播种机已经开进村民梁俊福家的场院。

“ 今 年 计 划 种 30 亩 大 豆 ，其 中 轮 作 15
亩。”梁俊福带记者走进仓库，种子、化肥已经

全部到位，“改种大豆，每亩地有 150 元的轮

作补贴，单这一项就相当于多赚 2250 元。”

“国家政策好，我们农民种粮劲头足。”梁

俊福信心满满，“今年选用高产、高蛋白大豆

新品种，争取收入上个新台阶。”

“黑龙江要坚决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稳定在 2.18 亿亩以上，粮食产量继续保持在

1500 亿斤以上的政治任务。”黑龙江省副省

长李玉刚表示，同时，提高大豆自给能力，扩

种大豆 1000 万亩、增产 26 亿斤。

绥化市现有耕地面积 2845 万亩，去年粮

食产量达 230.8 亿斤，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

基地和商品粮输出基地。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要全

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

任制考核，持续全面提升粮食生产供给保障

能力。”绥化市委常委、副市长来永见说。

今年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二天，绥化市委

即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2022 年落实

粮食播种面积 2740 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

220 亿斤以上；同时，优化布局，扩大豆、扩油

料，在保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前提

下，增加大豆播种面积 112 万亩。

任务当天下达，市、县、乡、村层层抓实落

细。一周时间不到，相关任务指标已分解至

具体农户和地块。

推进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归根结底，国

家政策导向明确有力，农民种粮收益和意愿

在提高。”海伦市委书记侯绍波说，“我们实行

粮食安全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制，细化指标，建

立台账，工作落实务求实效。”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订单种植

眼下，正值备春耕关键期。海伦市前进

镇东兴村 69 岁的孙广文并没有忙着购买生

产资料，而是将自家的 15 亩地，通过村里的

合作社，托管给了海伦市农时土地托管有限

公司打理。

“托管企业耕作水平高，粮食产量也高，

耕种管收都不用操心，去掉托管费用，收益都

归自己。”孙广文给记者算起细账，“去年 15亩

大豆收了 5800 多斤，总共卖了 1.7 万多元，除

去托管费，加上补贴后净赚 1.8万多元。”

孙广文种了大半辈子地，这几年腿脚渐

不灵便，儿子又在外地工作，地里荒草一度长

得比豆秧还高。2017 年，村里的合作社跟农

时公司达成土地托管合作协议，孙广文带头

支持。

怎么托管？“农户等经营主体在不流转土

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的全部或部

分作业环节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海

伦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姚宏伟介绍，地里收成

归农民所有，监管责任由政府承担，政府与聘

请的第三方机构，联合对托管组织进行播种、

植保、收获等全程监管。

近 年 来 ，绥 化 市 积 极 探 索 农 业 生 产 新

模式。“土地托管模式形成了服务型的适度

规模经营，既能降低农业物化成本，又能通

过 标 准 化 生 产 提 升 粮 食 产 量 和 品 质 ，农 户

和企业实现了双赢。”海伦市经管站干部刘

中华说。

“今年，全市将落实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

积 1400 万亩，较去年增加 270 多万亩，其中全

程托管面积达 800 万亩。”绥化市农业农村局

种植业管理科科长刘红伟介绍。

当然，并非所有农民都愿意采用托管模

式。对此，绥化市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大力推

动订单种植。

在庆安县丰收乡丰收村，52 岁的村民桑

宝与县里一家公司签订订单种植协议已有 4
个年头。“公司统一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指

导，明确保底收购价，还拿出净利润的 20%进

行二次分红。”桑宝说。

去年，桑宝在公司指导下试种了 195 亩

长粒香稻，公司以 1.95 元/斤（含二次分红）价

格进行回购，桑宝的纯收入一下子超过 15 万

元。“手中有订单，种粮心不慌。”他乐呵呵

地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把“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真正落实到位

守着呼兰河，村里的地却长期吃不够呼

兰河水，北林区双河镇西南村村委会主任刘

立威心焦不已。

“以前灌溉只有一条小土渠，要想把全村水

田浇一遍得半个多月，处在下游的农户只能种

早熟水稻品种，亩产要少六七十斤。”刘立威说。

近年来，北林区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工程

项目建设力度。 2020 年，全长 8.7 公里的幸

福干渠成功通水，包括西南村在内的 7.5 万亩

耕地不再望着呼兰河喊渴。

“经过平整土地，建设水、电、路等配套基

础设施，我们村 1.26 万亩耕地成功升级为高

标准农田，基本实现旱涝保收。”刘立威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把“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目前，全市已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1300万亩，到‘十四五’末，至

少再新建 500万亩，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

步提升。”绥化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关国志说。

种地 20 多年，庆安县久胜镇久胜村的王

廷富曾感到土变薄了，地没劲了。“这是长期

过度耕作造成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地

肥力透支。”县里的农技专家告诉他。

既要用好黑土地，更要养好。2017年，王

廷富入股东禾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联

社，尝试绿色有机种植：全部施用有机肥，秸

秆全量还田，使用诱捕器防虫……2020年，合

作社位于久胜镇的 2 万亩基地全部取得有机

认证，种植的大米最高能卖到 60多元一斤。

如今，绿色、优质日渐成为绥化市农业生

产的主旋律。全市绿色有机认证面积超过

1200 万亩，寒地黑土、绿色有机两张金字招

牌越打越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数

据显示，2010 年以来，绥化市土壤有机质平

均含量提升至 41 克/千克，耕地地力提高了

0.5 个等级以上。

“等到春暖花开时你再来，太阳一照，黑

土直泛油光，一踩一个脚印。”王廷富笑着对

记者发出邀请。

黑龙江省绥化市实行粮食安全党政主要领导责任制，探索农业生产新模式——

用好黑土地 种粮更积极
本报记者 郝迎灿

■两会后探落实·确保粮食安全①R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

全国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障界的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强

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未

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春管正

当时。本版推出“两会后探落实·确

保粮食安全”系列报道，约请记者深

入黑龙江绥化、浙江杭州、海南三亚

等地，展示当地抓实落细、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的积极努力。

——编 者

本报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邱

超奕）过去，矿山工人身处地下几百

米，不但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艰苦，

还伴有透水等危险；如今，一个按钮、

一句指令，就能实现远程作业。诸多

改变的背后，是我国智能矿山建设的

快速进步。在 14 日举行的应急管理

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安全基础司司长孙庆国介绍了

智慧矿山建设的最新进展。

数量快速增加。目前，全国智能

化采掘工作面已达到 813 个，与 2020
年相比增加 65%。其中采煤面为 477
个，与 2020 年相比增加 43%；掘进面为

336 个，与 2020 年相比增加 109%。已

有 29 种煤矿机器人在 370 余处矿井现

场应用。

创新加快发力。国内首台全断面

矩形智能掘进机研制成功；自主研发先

进的 10 米大采高智能化液压支架；井

下探放水智能操作系统相继应用；露

天煤矿无人驾驶车辆达到 146 台……

一批智能矿山技术取得新进展。

政策支撑更足。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联合有关部门出台《煤矿智能化

建设指南（2021 年版）》《“十四五”机

器人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推动建设

更多智能矿山。山西、内蒙古、山东、

河 南 、陕 西 等 14 省 份 也 先 后 出 台 文

件，对智能矿山建设提供政策、资金、

项目等支持。

标准日益完善。目前，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已推动制定智能化控制系

统、生产辅助系统等 92 个相关标准，

并指导成立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

作组矿山行业组，组织编制《智能化矿

山数据融合共享规范》等，矿山智能化

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此外，监管也更加高效。“我们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将全

国 2611 处正常生产建设的煤矿全部联网接入煤矿安全风险

监测预警系统，实现了煤矿安全风险监测感知数据‘一张网’

全覆盖。”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法规科技司司长王端武说。

从实践看，推进智能矿山建设，有效帮助提升了矿山领域

安全生产水平和保供能力。“今年 1—2 月，全国矿山事故下降

46.8%。2021 年，矿山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6%
和 12.7%，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创历史新低。值得一提的是，全

国煤炭实现增产，同比增长 5.7%。”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副局

长张昕说。

今年 4 月 1 日，修改后的《煤矿安全规程》将正式实施。王

端武介绍，这是煤矿安全领域非常重要的一部部门规章，增加

了积极推广煤矿自动化、智能化开采的要求。“我们会继续积极

支持智能矿山建设，坚持用科技手段推动煤矿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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