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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山說，今年貸款300萬元，是銀行上門服
務辦理手續。「我們合作社以前貸款必須去營業
廳面對面辦理；今年我們縣農業發展銀行的『穩
企穩崗』的資金也緩解了我們的資金困難。」
為保春耕方便農民線上貸款，佳木斯市開展了

「指尖對指尖」金融模式，農村信用社、建設銀
行等金融機構紛紛通過網絡向農民提供便捷的線
上貸款服務。
富錦市農業農村局副局長何呈新說，通過「指
尖」操作，在疫情期間有效避免了人員面對面的
交流，服務較以往更便捷。「今年銀行為農民開
通了手機App申請貸款的業務，農民用身份證登
錄後，憑信用即可貸款。」
以前農民去貸款要拿着土地證明文件去金融機
構現場辦理，今年在佳木斯市，農民只要登錄
App後，各家各戶的土地數據就會從當地的土地
流轉信息平台自動顯示出來，並在市級平台統一
登記、認證、管理。
「一般根據土地面積貸款，水田每公頃在3
（萬元）到 5 萬（元），旱田每公頃 2 萬
（元）。」 富錦市福來穀物種植專業合作社理
事長霍維寶表示，「與以往比較減少了一周的
公示時間。今年申請的貸款10個小時內就完成
了申請和審批，一到三個工作日之內就實現了
撥款到賬。」

「今年真是人努力、天幫忙」
「你們聞着稻香了沒有！」站在自家合作社

12,000畝水稻田中，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樺川

縣玉成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總經理趙德山

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三步並作兩步跑到稻田間，隨手抓起一把

稻穗，「你看這稻粒又圓又多，去年一穗收成80個粒到90個粒，

今年能有110個粒。」

從省城哈爾濱出發去位於三江平原腹地的佳木斯市，在公路兩

旁有數不盡的水稻、玉米、大豆擦肩而過，金秋九月，麥浪飄

香，嫩綠色的底色上，被塗了一層金黃色的油彩，遠遠望去，整

齊劃一的稻田「兵」們正時刻準備着接受檢閱。趙德山說，今年

水稻的畝產，能比去年增加150斤左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吳千/圖：于海江

佳木斯市的糧食產量約佔黑龍江全省糧食
總產量的七分之一，其下轄的富錦市糧食產
量連續四年位居黑龍江省第一位，產糧總量
在40億斤，約佔全省糧食總產量的四十分之
一。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了富錦市當地以從
事水稻玉米雜糧收購、糧食存儲烘乾、貨物
裝卸運輸和銷售的富錦市三合源工貿有限公
司富錦市臥虎泉米業，遠遠地就聽到隆隆的
車間機械作業的聲音。廠房內，排列整齊的
貨架上摞着高高的層疊擺放的袋裝大米。
在稻米加工流水線上，工人們有條不紊地

灌裝成袋的大米，配合默契地整齊摞好，再
用叉車將新灌裝的大米用傳送帶輸送到貨運
車廂內，通過公路物流運送到經銷商的手
中。
「新冠疫情開始時，運輸停滯了，看着

倉庫裏堆得滿滿的大米，真是犯了愁，後來
通過線上線下共同發力，再加上富錦大米的
知名度，兩個月前，我們的銷量終於上來
了，甚至超過了去年的同期水平。」富錦市
臥虎泉米業銷售經理馮寶香興奮地介紹着今
年企業的銷售情況。 「我們米廠去年的加
工量是20萬噸，根據目前形勢來看，富錦
今年水稻是一個豐收年，我們也決定要加大
加工量，預計在30萬噸，既滿足市場需
求，也提升農民的積極性。」

富錦屬優質產區
馮寶香表示，富錦是黑龍江大米的優質

產區，大米深受市場歡迎，「目前我們已經
供應黑龍江、吉林、遼寧和山東等省，市場
銷量不錯，消費者都很喜歡。」

回想起3月份備春
耕的時候，趙德山
說：「當時正是被疫

情憋住的時候，人出不去
門、車上不了道，最讓我
們擔心的就是人工，工人
上不來活可咋幹！」
農時一天比一天近，外

地的工人卻進不來，這讓
趙德山撓頭不已，他說
「種地就是講究時機，錯
過農時就是災。」

人員登車即貼封條
有此擔心的不止趙德

山，「當時佳木斯有5例
確診病例，防控形勢非常
嚴峻，為了避免人員接
觸，我們對車輛和人員實
行備案、派證。」 佳木
斯市農業農村局種植業管
理科科長劉宏年說，人員
登車即貼封條，沿途各個
卡口檢查站會檢查並更換
封條，如有破損直接命其
原路返回。
趙德山需要的工人就是

這麼「封」着過來的，提
前農時近 20 天送達當
地，「拆封」即就地隔離
14天，「時間一點沒耽
誤，安全也有了保障。」
趙德山說。

疫
情
無
阻
春
耕
外
地
工
早
到
位

前不久，趙德山帶着社裏種植出來的水
稻樣粒到中國農科院下設的權威檢測

機構做了全面「體檢」，不僅礦物質含量、
胡蘿蔔素等各項參數指標均有所提高，特別
是綜合測評米飯食味的「食味值」更是增長
了15%，平均值達到80%，甚至有的稻米
達到了食味值的最高值95%，也就意味着
新鮮度、外觀、香氣、黏性等，都達到了最
佳狀態。

保鮮糧庫 拓展加工價值鏈
因為疫情影響，春耕開始後，趙德山與

合作社成員將12,000畝水田分成了15個
區，每區兩個人，採取「機械+人工」的方
式進行「隔離式生產」。然而不久，正值疫
情防控的非常時期，稻田中出現的病蟲害讓
趙德山等人措手不及。
「通過網絡上中國農科院的專家視頻中

了解情況，分析原因並科學配比生物質殺蟲
劑，有效地解決了難題。不僅如此，中國農
科院還幫我們解決了多年來我們一直想要解
決的選種問題。」趙德山說，選種是困擾了
他們多年的大難題，之前只敢想想但不敢
做，因為風險比較高，對他們剛成立不到5
年的合作社來說是風險性非常大的一步棋。

今年中國農科院幫助合作社種植了15款苗
種，根據當地的氣溫、土壤特性等條件選擇
三款最適合的種子來種植，而且讓稻米的質
量、產量、效益都能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
趙德山說，合作社今年又投資了300萬元

（人民幣，下同）投資搭建5,000平方米的
保鮮糧庫，進一步拓展水稻加工價值鏈。據
了解，佔該合作社產量一半的有機大米，市
場價格每斤可達到32元。

玉米大豆 較往年更長更高
而站在成片兩米多高的玉米地前，富錦

市福來穀物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霍維寶表
示，在玉米生長的各個重要時期天氣都非常
適宜，授粉的效果也特別好，玉米棒較去年
長出兩公分，棒尖上的玉米粒都長得非常飽
滿。「以往玉米每畝能產400斤，照今年的
長勢每畝能多收140多斤，能多掙100塊
錢。」霍維寶笑得合不攏嘴。
「俗話說『豆打成枝』，今年大豆植株
明顯高於往年，平均都有12節，往年好一
點的地塊才能達到12節，而且今年病蟲害
較少，長得都嘎嘎的！」富錦市景志玉米專
業合作社理事長呂金鵬隨手扒出一株大豆植
株數起數來，全株有12節，共有豆莢47
個，豆莢圓潤飽滿，多數包着三粒豆，頂端
三四節的每個豆莢裏都包着四粒豆。

收割在望 無大風即可豐收
「今年真是人努力、天幫忙。整個水稻
生長期積溫特別好，稻苗長得壯，每穗都
100多粒，往年也就90粒左右。」富錦市東
北水田現代農機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劉春表
示，「距離收割還有一個月，現階段需要把
田裏的水排掉，讓水稻吸收泥土裏的水分，
同時讓土壤收乾，方便大型機械收割。這一
個月只要不颳太大的風讓稻穗倒伏，大豐收
基本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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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量高過去年 米廠加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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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可線上貸款
三工作日內到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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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錦市糧食加工廠內，工人們在搬運包裝好的大米。

■■呂金鵬說呂金鵬說，，今年的大豆豆莢飽滿今年的大豆豆莢飽滿，，豆粒圓潤豆粒圓潤。。

■■富錦萬畝水稻田迎金秋富錦萬畝水稻田迎金秋。「。「稻田畫稻田畫」」鳥瞰獨具一格鳥瞰獨具一格。。

■■趙德山估算趙德山估算，，今年每畝水稻能增產今年每畝水稻能增產150150
斤斤。。圖為趙德山握稻穗在田裏留影圖為趙德山握稻穗在田裏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