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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清晨第一縷煦暖陽光掠過三江平原的千里沃野，寶清這片被黑土眷顧的土地便開始
譜寫新的豐收史詩。從 「北國糧倉」 到 「中國北大荒硒都」 ，從傳統農耕到智慧農業，
這座深藏於北大荒亘古荒原的核心區、三江平原腹地的農業重鎮，正以 「每寸黑土產
金、每粒糧食生輝」 的魄力，築牢 「金色」 糧倉，勾勒出 「中國飯碗」 最堅實的底座。
如今共和國腳下這片厚重的黑土地，正煥發勃勃生機、以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和在該

縣落成的中國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這一國家級水稻科研平台為支撐，神來之筆
延伸產業鏈、優化供應鏈、升級價值鏈、構建創新鏈、科技賦能全產業鏈，激活 「智慧
基因密碼」 ，舉全縣之力奏響 「四鏈」 融合交響曲。
數字農業與智慧管理更為相得益彰，立足俄羅斯、中東等地區聚焦歐美市場農業

訂單紛至沓來，農副產品對接 「一帶一路」 國際市場底氣十足。寶清如一輪破雲而
出的朝陽在新時代龍江鄉村振興的版圖上鐫刻下耀眼坐標、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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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傳奇黑土傳奇··「「四鏈四鏈」」融融合合

解碼黑龍江寶清農業強縣的破題密碼

寶清縣現代化大農業賦能鄉村振興寶清縣現代化大農業賦能鄉村振興。。

物華天寶物華天寶 水秀山清水秀山清。。

在中國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試驗基地裏在中國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試驗基地裏，，科研人員正在認真地觀測水稻品種的長勢科研人員正在認真地觀測水稻品種的長勢。。 馬淑芬馬淑芬 攝攝

寶清縣錦團農業科技有限公司鮮食玉米生產線寶清縣錦團農業科技有限公司鮮食玉米生產線。。金秋時節金秋時節，，寶清奏響豐收圓舞曲寶清奏響豐收圓舞曲。。 艾敏艾敏 攝攝

寶清白瓜籽宛若黑土地中孕育出寶清白瓜籽宛若黑土地中孕育出
的一顆顆銀白珍寶的一顆顆銀白珍寶。。

圓潤飽滿圓潤飽滿、、大小均勻的寶清紅小豆大小均勻的寶清紅小豆。。

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
服務中心服務中心。。書寫「藏糧於地 藏糧於技」

壯闊詩篇
「攥把黑土出油花，插根筷子也發芽」的古老民

謠，去年在寶清縣化作 45.3 億斤糧食總產的現代傳
奇。打開共和國的版圖，寶清如一塊寶石鑲嵌在黑龍
江省東部，行政區域面積10001.27平方公里，轄7鎮3
鄉，145個行政村，9個縣屬林場，縣域內有3個國營
農場和15個森工林場，耕地面積749萬畝。坐擁世界
三大黑土帶核心區的天然饋贈，這個三江平原的 「天
府之城」連續三年實現跨越45億斤產糧大關。在廣袤
的東北平原上書寫了 「藏糧於地、藏糧於技」的壯闊
詩篇。

「煤電基地」驚艷蛻變
現代「農業硅谷」

時下，寶清大地現代農業全畫幅不時映入眼帘，數
字產業浪潮正撲面而來。日前，記者在寶清縣採訪時
見到令國人為之自豪與讚嘆一幕：撓力河畔的智慧農
業指揮中心北斗導航的無人農機正在繪製 「黑土雲
圖」，5G物聯網傳感器實時監測着萬畝良田的 「生命
體徵」。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內，從種質資源庫的基
因密碼破譯，到農產品精深加工的全產業鏈布局，寶
清人用科技重新定義 「面朝黑土背朝天」——這裏藏
着水稻單產提升工程的 「基因密碼」，誕生了全省首

個 「國字號」農作物科技創新平台的 「品質芯片」，
更孕育着佔據全國70%、全球40%市場份額的白瓜籽產
業 「黃金法則」。當北斗導航的無人農機在一望無際
富硒沃野良田上勾勒智慧軌跡，當每克含硒量0.35毫
克的 「黑土優品」登上國內國際餐桌，這座北緯46°
的農業硅谷，正以科技為犁，在3.6萬平方公里的黑土
地上耕作出屬於中國農業的 「世界坐標」。

當 「寶清大米」戴上國家地理標誌的桂冠，當 「富
硒臻寶」品牌香飄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昔日的 「煤電
基地」已然完成驚艷蛻變。21個綠色食品認證、8個有
機農產品標識、3個國家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共同
托舉起品牌價值超百億元的 「農業航母」。從俄羅斯
遠東到東南亞餐桌， 「寶清製造」的農產品正沿着
「一帶一路」破浪遠航。
站在新時代的壠台上，寶清縣正以 「四鏈融合」的

創新實踐，書寫農業強縣的新答卷：延伸產業鏈提升
「增值空間」，優化供應鏈打通 「市場經脈」，升級

價值鏈塑造 「品牌圖騰」，構建創新鏈激活 「智慧基
因」。當黑土地邂逅數字技術，當傳統農事碰撞現代
理念，這座 「濕地之都」的農業傳奇，正在續寫更為
壯闊的篇章。

第一樂章：產業鏈延伸
從田間到雲端的三產躍遷

從田間標準化種植到智能化精深加工，從冷鏈物流

體系構建到雲端數字營銷拓展，三產融合形成強大合
力，正成為寶清縣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引擎。作為
農業大縣，寶清縣緊扣 「糧頭食尾」 「農頭工尾」發
展思路，以白瓜籽、鮮食玉米等特色產業為突破口，
深度融合農業、工業與市場要素，以全產業鏈思維打
通 「產加銷」關鍵環節，創新破解產業融合發展難
題。通過 「鏈主企業牽引、政策精準賦能、數字技術
驅動、農旅深度融合」的發展模式，寶清縣走出了一
條 「產業強、農民富、鄉村美」的鄉村振興新路徑，
為縣域農業三產融合升級提供了可複製推廣的 「寶清
範式」。

在寶清縣農業農村局，有關負責人向記者展開一幅
寶清縣農業 「產業地圖」： 「我們立足富硒黑土資源
稟賦，打造白瓜籽、鮮食玉米、稻米、雜糧四大特色
產業集群，構建 『種植標準化、加工精深化、銷售品
牌化』的全鏈體系。」

寶清縣實施 「一業一策」精準培育，小城子鎮等規
模化種植白瓜籽，夾信子鎮、朝陽鎮等打造鮮食玉米
產業帶，青原鎮等七鄉鎮發展綠色水稻集群，全縣推
廣標準化種植技術；加工環節深化 「三品」開發，白
瓜籽向休閒食品升級，鮮食玉米開發即食系列產品，
稻米延伸富硒米、速食米飯等，雜糧突出高附加值產
品定製；倉儲端新建萬噸級冷鏈設施；銷售端以 「地
理標誌+直播帶貨」拓寬渠道。同時，建立 「企業+合
作社+農戶」利益聯結機制，與省農科院共建數字農業
基地，打造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吸引龍頭企業集

聚。 「全鏈發力+協同創新」模式推動 「寶清大白板」
等區域品牌溢價提升，賦能鄉村振興。

政策賦能是產業鏈延伸的 「助推器」。寶清縣以
「鏈主」企業牽引全鏈升級；創新政策機制，設立專

班並建立 「鏈長制」；整合要素資源，構建全價值
鏈。數據顯示，2024年，農產品加工量達190萬噸，
產值67億元（人民幣，下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1918元，年均增長6.4%，產業融合成效顯著。

走進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標準化溫室大棚鱗次櫛
比，彷彿訓練有素的方陣，勾勒出井然有序的農業生
產圖景。該產業園相關負責人介紹： 「我們以 『基地+
加工+品牌』為路徑，打造三產融合示範窗口。同時，
精準定位產業鏈方向，圍繞重點產業開展垂直整合招
商，吸引上下游關聯企業入駐，促進企業間的交流合
作，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形成產業集群效
應。」

值得一提的是，在產業鏈整合方面，產業園推行
「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基地」模式。白瓜籽產業

以黑龍江和興農副產品有限公司為 「鏈主」，用 「三
步走」實現從原料供應商到全鏈運營商的蛻變。該公
司總經理蓋春濤介紹，前端與農戶簽訂訂單，打造標
準化種植基地；中端引入國際設備升級加工線；後端
構建全球銷售網絡，產品遠銷30餘國。企業與省農科
院合作攻克技術難題，推出多款新品。品牌建設上，
依託富硒有機優勢拓展市場，通過直播、展會提升知
名度。藉助阿里雲數據分析精準營銷，優化供應鏈與
產品設計。該模式實現 「種植-加工-銷售」全鏈閉
環，為農產品產業升級提供新範式。

在產業融合上，夾信子鎮團結村的錦團農業觀光園，
是寶清縣 「農業+文旅」融合的生動樣本。夾信子鎮團
結村相關負責人介紹，本村通過三大戰略推動產業升
級：以體驗式農園建設促進傳統農業轉型，吸引遊客參
與耕種採摘；激活閑置資源，引入專業團隊並組織村民
以勞務合作社形式參與服務；把握政策機遇，獲取土地
流轉補貼等支持。通過整合資源、復原農耕場景、開展
民俗活動，構建 「種游結合」新模式，形成 「資源盤
活-文化賦能-政策托舉」的發展閉環。

據介紹，今年，該村以 「智慧運營+產業融合」雙輪
驅動戰略深化升級。觀光園上線智慧旅遊系統，實現
門票預訂、流量監測等功能一體化，並通過短視頻、
直播等線上線下聯動營銷拓展客源。同時，推進服務

提升工程，完善硬件設施、強化技能培訓與質量監
督。此外，打造 「農旅工」 「文旅商」融合場景，聯
合周邊鄉鎮成立農旅聯盟，構建 「線上引流-線下體
驗-產品帶貨」全鏈條，持續釋放產業融合帶動效應。

第二樂章：供應鏈優化
數字神經重塑流通經脈

在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寶清縣以白瓜籽
交易大市場為突破口，積極探索數字技術賦能農業供
應鏈的創新路徑，打破傳統農產品流通壁壘，為特色
農產品高效流通注入強勁動力。記者在該縣國家現代
農業產業園與電商中心，就其數字化轉型的實踐成果
與經驗進行了採訪。

「我們通過構建數字化交易平台、引入物聯網技
術、搭建追溯體系、加強信息化管理等一系列舉措，
讓白瓜籽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都實現透明化、可追
溯。」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相關負責人介紹。產業園
搭建的線上交易平台，集成了產品展示、價格發布、
訂單管理等功能，實現白瓜籽交易的全流程在線化。
藉助大數據技術對交易數據進行深度分析，為商戶和
農戶提供精準的市場預測，有效提升了交易效率和決
策科學性。

在物聯網技術應用方面，產業園在白瓜籽種植、加
工、倉儲、運輸等環節安裝傳感器和監控設備。從農
田裏的溫濕度、光照監測，到加工車間的設備運行狀
態，再到運輸途中的實時定位，各類數據通過物聯網
上傳至雲端，實現供應鏈全流程的實時監控與遠程管
理。同時，產業園為每一批白瓜籽賦予唯一追溯碼，
消費者和監管部門通過掃碼即可獲取從種植源頭到餐
桌的詳細信息，保障了產品質量安全，也極大增強了
消費者對寶清白瓜籽的信任度。

在提升供應鏈管理效率上，產業園建立了統一的供
應鏈管理系統，整合採購、銷售、庫存、物流等信
息，實現數據共享與協同作業。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
技術的應用，讓庫存管理、物流配送等決策更加科學
高效，有效降低了運營成本。此外，產業園還積極與
知名電商平台開展合作，拓展銷售渠道的同時，藉助
電商大數據精準把握市場需求，為生產銷售提供有力
指導。

「人才是數字化轉型的關鍵。」產業園負責人強
調， 「我們一方面組織開展數字化培訓，提升員工和
商戶的數字技能；另一方面積極引進專業人才，為數
字化建設提供技術支撐。」

在推動寶清縣農業供應鏈標準化、規範化、綠色化
發展方面，產業園同樣發揮着示範引領作用。與相關
部門、科研機構合作，針對 「寶青紅」紅小豆、 「寶
清大白板」白瓜籽等特色農產品，制定全環節詳細標
準，並通過培訓、技術指導等方式推廣落實。園內標
準化示範基地的建設，直觀展示了先進種植、養殖技
術和管理模式，帶動周邊企業和農戶積極參與標準化
生產。同時，產業園引導企業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
度，加強質量監管，推廣綠色生產技術和生態循環農
業模式，推動農業產業可持續發展。

在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上，產業園構建了涵蓋田塊
管理、作物長勢監測、產量預估等功能的數字化平台
和管理服務體系，培育數字農業龍頭企業，優化發展
生態，全面提升農業農村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的
數字化水平。

寶清縣電商中心在推動農產品線上交易數字化管理方
面也成果顯著。電商中心負責人介紹： 「我們精心挑選
優質農產品加工企業入駐電商平台，建立統一的電商系

統，實現訂單、庫存、物流等環節的全流程數字化管
理。」在提升平台活躍度和交易轉化率上，電商中心採
用短視頻推廣、聯合網紅營銷等方式擴大影響力，同時
嚴格把控產品質量，以優質產品贏得市場口碑。

對於交易數據的利用，電商中心以電子商務協會為
紐帶，與產業園、企業實現數據共享。通過對消費者
購買行為、偏好等數據的深度分析，為生產企業提供
精準的市場反饋，助力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推出更符
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實現數據驅動的供應鏈協同發
展。

未來，寶清縣將繼續深化數字技術應用，推動農業
產業高質量發展，為鄉村振興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樂章：價值鏈攀升
品牌圖騰喚醒黑土能量

在富硒黑土地資源稟賦加持下，近年來，寶清縣以
品牌建設為核心，用文化喚醒黑土能量，為農產品注
入文化內核，實現農業品牌價值鏈的持續攀升。依託
65%富硒土壤優勢，全縣成功打造 「中國北大荒硒都」
地域公用品牌， 「寶清紅小豆」 「寶清大白板」南瓜
籽等6個國家地理標誌產品享譽市場。

「政策扶持與規劃引領是品牌培育的基石。」寶清
縣農業農村局相關負責人指出，為壯大農業特色產
業，全縣推行階梯式補貼政策，對白瓜連片種植15畝
以上每畝補貼 300 元，紅黑豆 50 畝以上每畝補貼 150
元，有力推動規模化生產。同時，整合8個國家地標產
品，依託 「天然富硒+黑土有機」優勢，構建 「寒疆珍
品」品牌矩陣，全力打造 「中國北大荒硒都」特色品
牌。今年計劃完成91.9萬畝綠色種植，新增27個認證
產品，目前12家企業已申報26款特色產品，通過 「政
府背書+企業創新」，實現從 「種得好」到 「賣得俏」
的跨越。

在品牌推廣上，寶清縣創新實施 「文旅+品牌」雙輪
驅動戰略。 「我們打造 『回寶清過大年』文旅IP，融
合年貨大集與冰雪旅遊，設置 『黑土優品』展銷
區。」該負責人介紹，沉浸式體驗讓產品魅力盡顯。
此外，通過構建品牌矩陣、全媒體宣傳、年均超20場
展會推廣，結合全產業鏈標準體系建設，實現 「文化
賦能+標準築基」，帶動品牌溢價與產業振興。

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在寶清農產品 「品牌矩陣」建
設中也發揮着關鍵作用。 「產業園承擔着生產示範、
品牌孵化、質量管控等多重功能。」產業園負責人介
紹，園區採用先進種植技術和管理模式，進行標準
化、規模化生產，為全縣農產品生產樹立樣板；憑藉
資源優勢孵化新品牌，挖掘特色農產品進行策劃推
廣；建立完善質量檢測監控體系，嚴格把控生產全環
節；與科研機構合作開展技術研發與成果推廣，提升
農產品附加值；利用平台優勢組織企業參展，拓展銷
售渠道。

在與全縣品牌建設規劃結合上，產業園通過規劃協
同、產業融合、品牌共建、強化宣傳等方式，實現發
展戰略與全縣規劃有機統一。圍繞特色農產品，產業
園大力實施品牌戰略，聚焦 「中國紅小豆之鄉」 「寶
青紅」紅小豆等區域公用品牌，以功能農業和大健康
產業為切入點，推動雜糧和白瓜子產業升級，建設農
產品倉儲冷鏈物流體系，打造現代化大型綜合體，促
進產業向質量提升、創新驅動、精深加工轉變。

企業是品牌建設的重要參與者，寶清縣海之坊農產
品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王保勝介紹，企業緊跟政策，
構建 「雙輪驅動」質量保障體系，導入標準化體系，
執行嚴苛檢測，參與溯源系統開發。同時深挖地域文

化，融入非遺元素，打造 「文化基因+產品品質」雙核
戰略，使產品溢價提升23%，帶動300多農戶，未來將
持續深化 「文化+產業」融合，讓每顆紅豆都講述戍邊
故事，每滴黑蜂蜜都承載非遺匠心。

第四樂章：創新鏈驅動
數字基因重構農業生態

在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新征程中，
寶清縣以創新鏈驅動為引擎，藉
助前沿數字科技與農業科研力
量，全力推進農業數字化轉
型 ， 探 索 農 業 產 業 高 質
量、可持續發展的新路
徑。

「我們以建設全流
程數字農業生產管理
系統為核心，通過物聯
網、大數據、AI等前沿技
術，重塑農業生產模式。」
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負責人介
紹，圍繞智慧農業建設，產業
園構建了作物全產業鏈數字化支
撐體系，打造基於數據化分析、農
業智慧大腦決策、無人農機作業的新型生產體系。建
設 「農業要素可視化大數據」和 「農業氣象精準服
務」平台，構建空天地人一體化觀測體系，推廣遙感
監測技術應用於作物苗情、長勢、病蟲害等監測，減
少因災損失；建立作物生育進程管理數字化模型和
「農業智慧大腦」，實現生產關鍵環節的可視化管

控；加強作物深加工企業數字化體系建設，推動全產
業鏈提質增效。

目前，該數字化平台已在寶清鎮、七星泡鎮等6個
鄉鎮深度應用。在農業生產數據管理方面，建立資源
要素數字化管理系統，形成全方位的農業生產要素
「一張圖」，為生產決策提供數據支撐；在生產管控

環節，利用多尺度監測設備和數字化技術，實現田間
小氣候、作物長勢等實時監測，並通過手機APP為農
戶推送精準的墒情、苗情等預測預報信息；在優質農
產品銷售上，搭建網絡銷售平台，結合短視頻、電商
等形式精準營銷，健全物流流通體系，通過一物一碼
實現產品溯源，保障農產品安全，塑造優質品牌形
象。

「農業智慧大腦是生產模式轉變的關鍵。」產業園
負責人強調，其依託數字農業基礎平台，運用人工智
能、大數據和物聯網技術，實現耕、種、管、收全環
節智能決策，推動農業生產從傳統經驗型向數據驅動
型轉變。同時，產業園打造無人（少人）智慧作業集
中展示區，通過黑土地保護、優良品種推廣等數字化
體系建設，帶動周邊農戶規範化種植，提升作物產
量，降低成本，保障糧食安全。

在產學研合作方面，產業園積極搭建創新平台。
由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東北農業大學及 51 家白瓜
經營企業發起成立的黑龍江省白瓜產業技術創新戰
略聯盟在寶清落地，寶清-東北農業大學白瓜精深加
工研發中心同期落成。該聯盟以提高白瓜綜合生產
能力為目標，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體系，促進
科技成果轉化，推動白瓜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構建
科研開發、技術創新和產業化基地，提升產業核心
競爭力。

中國水稻研究所北方水稻研究中心自落地寶清以
來，在科研領域成果斐然。 「我們累計收集600份寒地

水稻優質品種資源，創製大量新種質，篩選出20個適
合當地種植的寒地抗倒早熟高產粳稻品系，聯合審定
品種2個。」中心負責人介紹，通過克隆系統抗性核心
調控基因、剖析分子通路，為水稻品種改良提供核心
支撐；同時，研發的寒地水稻保優豐產綠色栽培技術
模式，已示範推廣200萬畝，實現減肥減藥、節本增
效，有效改良黑土地。

站在 「十五五」規劃發展的關鍵之年，寶清縣正
以 「四鏈融合」的宏偉筆觸，勾勒出一幅波瀾壯闊
的發展新藍圖。這裏，投資 15 億元精心打造的江浙
食品產業園，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寶清大
地，不僅彰顯了寶清對外開放的決心，更預示着中
俄農業合作示範區的美好未來；同時， 「黑土芯
片」工程的正式啟動，如同為寶清農業插上了科技
的翅膀，東北亞農業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將為這
片黑土地注入無盡的創新活力。而投資 15.8 億元高
標準建設的冷鏈物流園區，則如一座橋樑，連接着
寶清與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構建起向北開放的新高
地，讓寶清的農產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在這場
傳統農耕智慧與現代產業思維的激烈碰撞中，寶清
縣以其獨特的魅力和堅定的步伐，詮釋着黑龍江
「四個農業」的深刻內涵。
寶清的破題密碼，不僅僅是一系列項目的落地實

施，更是一種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風貌。這份
密碼，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寶清農業強縣的大門，
也為新時代農業強國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範本和啟示。
在未來的日子裏，寶清將繼續以 「四鏈融合」為引
領，用每一粒飽滿的糧食築牢國家糧食安全 「壓艙
石」，讓 「中國飯碗」端得更穩、成色更足，書寫着
屬於這片黑土地的奇跡篇章，彰顯出大國糧倉的使命
擔當與時代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