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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黑河市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在对大豆在对大豆

进行田间夏管作业进行田间夏管作业。。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嫩江市大豆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嫩江市大豆加工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工人在在

加工大豆系列产品加工大豆系列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大 豆 主 产 区 如 何 提 档 升 级
——来自黑龙江省黑河市的调查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黑河市是黑龙江省大豆种植主产区，大豆全

域播种面积和产量占黑龙江省 1/3、全国 1/7 以

上。2022 年黑河市大豆种植面积 2157.8 万亩，占

粮食总面积的 77.4%，产量 55.6 亿斤。很多人都

知道黑河大豆品质好，但不少加工企业却更愿意

选择进口大豆作为原料。

今年 7 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边民

互市贸易进口的 39 吨落地加工大豆顺利通关，

总货值 13.7 万元。黑龙江丰德恒泰粮油有限公

司业务经理吕新告诉记者，“公司每年进口大豆

近 10 万吨进行深加工，从黑河口岸通关为企业

节约了不少成本”。

守着大豆产地，为何还要选择进口大豆？据

记者了解，国内大豆市场存在供需矛盾，企业从

黑河口岸进口大豆便捷、成本低，但这样做也使

得黑河本地大豆的市场受到挤压。面对市场现

状，黑河本地大豆到底发展情况如何？又要如何

突出重围？

生产基地扩规模

黑河市种植大豆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也使得辖区内的大豆品质卓越、商品性好。

今年，黑龙江省下达黑河市地方大豆种植任务面

积 1549.7 万亩。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23

日，黑河地方大豆实际播种面积 1557.5 万亩，占

黑河市总播种面积的 78.6%，超过任务指标 7.8

万亩。

在黑河市爱辉区大乌斯力村，嘉兴现代农机

专业合作社连片种植的大豆长势正好，沿着整齐

的田垄伸向远方，一眼望不到头。

“合作社去年种了 1 万亩大豆，产量 1700 吨。

今年种植了 1.5万亩大豆，这段时间是大豆生长的

关键时期，顺利的话能保证至少 70%的收成。”合

作社理事长盖永峰指着田里的大豆告诉记者。

不过，黑河市的大豆种植情况并非一直乐

观。2022 年国产大豆开市后，价格高开低走，甚

至每斤一度跌至 2.2 元至 2.5 元，且长期处于有价

无市状态，这也导致许多农民种植大豆的意愿

下降。

盖永峰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比较大豆、

玉米的种植效益，按照产量、单价、大豆补贴粗略

计算，扣除土地租金等种植成本因素，去年的大

豆有没有挣到钱，主要取决于种植户会不会卖。

每斤至少卖到 2.7 元，种大豆的纯收入才能超过

玉米，“并不是所有的合作社、种植户都能卖到这

个价格”。

在此背景下，从国家层面到黑龙江省、黑河

市相继出台了支持大豆生产的一揽子政策。为

了做好稳粮稳豆工作，黑河市逐村逐户为农户算

收益账，解决他们在大豆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黑河市“三市两县一区”共同打造了绿色非

转基因大豆生产基地，突出农业标准化体系建

设，推进标准化生产实施。征集修订大豆等农业

地方标准 14 项，并制定完善黑河大豆标准。持

续深入推进垦地合作，推动对标农垦示范区增点

扩面，建设对标农垦核心区 115.6 万亩，辐射区

612.4 万亩。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今年继续实施玉米、大

豆差异化补贴政策，原则上大豆生产者补贴每亩

达到 350 元以上。黑龙江省财政厅也下达 2023

年大豆根瘤菌示范推广项目补助资金 4200 万

元，支持 69 个大豆计划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的

县（市、区）开展大豆接种根瘤菌工作。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提 振 了 大 豆 种 植 者 的 信

心。嫩江市海江镇东风村农民徐长清是当地的

种植大户，今年他种植大豆 1430 亩，比去年增加

了 50 亩。“去年每亩大豆补贴 248 元，今年增加到

350 元，再加上各方面的支持，我的信心更足了，

今年种了 4 个品种的大豆。”徐长清说。

黑河市还在大豆种植面积挖潜上做文章。

据了解，黑河全力克服大豆重茬比例大、价格低、

种植意愿低等情况，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向新增

耕地要产能，引导村集体机动地定向对外发包，

鼓励重点用于种植大豆；协调国有耕地企事业单

位全力开展大豆种植；引导种植大户对已购入玉

米种子的农户进行调剂，增加大豆种植比例；利

用矿区复垦地、林辅地等地块种植大豆。

良种良法增产量

大豆的产量高低、品质优劣，种子是关键影

响因素。“为此，我们提出要向应用良种要产能、

向新增耕地要产能、向先进机械要产能。”黑河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元武说。

在大豆良种繁育上，黑河已有不少积累：现

有黑龙江省圣丰种业、中农发五大连池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等大豆种子生产企业 46 家，自主培育

高产型、专用型、功能型优质大豆品种 214 个；按

照优质、增产、高效目标，结合积温区、土壤类型、

降水量等因素，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大豆种

植，其中黑河 43 品种每年在全国推广种植面积

达 1000 万亩以上，累计种植面积已超 1 亿亩；黑

河市每年的种子销量占北方春大豆市场份额的

50%以上，2023 年大豆种子基地面积达 260 万亩。

记者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河分院看到，

种子、大豆、下游产品等在展示台上依次陈列，展

示着该院在大豆良种繁育方面的实力。“这些只

是一小部分，从 1958 年成立至今，黑河分院已经

先后选育推广了‘黑河号’大豆品种 84 个，年推

广面积均在 1200 万亩以上。”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 黑 河 分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副 院 长 鹿 文 成 告 诉

记者。

据了解，黑河分院将黑河大豆主产区作为重

点任务研发基地和技术服务目标区域，开展品种

选育、技术研发、高产创建和展示示范。针对黑

河大豆生产实际情况，该院在技术创新、推广模

式、服务范围等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

“以黑河 43 品种为例，在全程机械化、技术

到位率高的区域，平均亩产可达 380 斤至 400 斤，

普通农户也能实现平均亩产 320 斤至 340 斤，既

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又有助于完成稳粮稳豆的工

作任务。”鹿文成介绍，该院正在尝试对黑河 43

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争取以它为亲本，遗传改

良选育出更优品种。

黑河还积极推进大豆良种试验示范基地建

设，开展大豆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技术创新、

新品种选育等科技攻关，选育突破性高产、优质、

多抗大豆新品种。同时，加快大豆制种企业和科

研院所南繁基地建设和投产，实现“北育南繁、南

繁北选”。

“嫩江市开辟了育种体系绿色通道，我们用

2 年时间完成了区域试验、用 1 年完成了生产试

验，目前看能增产 5%以上。此外，今年起公司每

年都会有新的大豆品种上市。”嫩江市金土地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付彩云说。

提升大豆产量和品质离不开科学的种植。

黑河市的资源禀赋造就了其大豆种植的独特优

势，但随着大豆种植面积比重不断加大，“米豆科

学轮作”难以完全实施，出现了大豆大面积重

茬。重茬易造成土壤板结、养分失衡、根腐病等

病虫危害加剧，影响生长发育，导致大豆产量下

降、品质降低。

“虽然近年来大力推广高产栽培技术模式，

但受规模经营程度不高、机械力量不足、成本效

益差异等因素制约，再加上大豆重茬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大豆产量，单产提升缓慢。”嫩江市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张兆辉告诉记者。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实

现大豆增产。良种良法配套，产量

才提能高。“我们针对黑河各

县市区不同特点，以粮

豆 轮 作 为 基 本 种

植制度，以优良

品种和大型

机 械 为

技术载体，以深松、免耕、秸秆还田为

土壤保水及培肥手段，构建起大豆绿

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大幅提升了产能。”鹿文

成说。

记者了解到，黑河市与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

系团队合作，持续开展大豆科技自强“伙伴行

动”，出台大豆单产提升行动三年实施方案，分区

分级打造高标准大豆高产攻关示范基地，强化垄

上 3 行、大垄密植等 12 项核心增产技术集成推

广。北安市和嫩江市纳入国家大豆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以北安市、逊克县、孙吴县、爱辉区 4 个

全国大豆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示范县为重点，全域

整建制开展单产提升行动。

“我蹚了 2 遍地，现在想喷叶面肥可以吗？”

“2 片复叶期你可以加杀菌药，等结荚期喷尿素、

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就行”⋯⋯今年 6 月以来，

嫩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时常深入田

间地头，根据大豆长势、气象条件指导农民适时

进行中耕、除草、防病、防虫、喷施叶面肥等，为大

豆优质高产保驾护航。嫩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推广站站长马占洲告诉记者，“我们从品种繁

育、土壤改良、养分平衡等方面进行综合集成，消

除大豆重茬障碍，实现大豆增产”。

加工产业链重龙头

位于嫩江市的黑龙江省德朗福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大豆制品研发、生产、销售、

出口的企业，产品远销瑞典、加拿大、荷兰等国

家。“通过自主研发新产品，引进先进生产线，我

们的产品销量一直稳定增长。”该公司总经理李

国华介绍，企业自主研发的大豆系列产品，如意

大利面、方便面、素肉、大豆油、休闲食品等，深受

消费者青睐。

为了解决研发能力不足问题，公司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根据

市场需求研发新技术、新产品。随着市场需求量

日益增长，企业也做好了下一步规划。手指着不

远处的空地，李国华对记者说，“那边是公司的二

期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后，年加工能力将达到 1.7

万吨。新建车间将实现自动化生产，还要不断提

高产品附加值”。

在 德 朗 福

的 不 远 处 ，是

嫩 江 市 另 一

家大豆加工企业——黑

龙江十六膳食品有限公

司，其主要产品为预熟全谷

杂粮和全谷杂粮粉。在公司的颗粒车间和净化

粉车间，记者看到，经过水洗、炒蒸、物理分离、磨

制、混合等环节后，原料最终进入内外包装生产

线。“我们和中国农科院、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八一农垦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 4 项杂粮

加工工艺。有了技术支撑，市场竞争力大大提

高。”公司总经理李福生说。2022 年，该公司杂粮

产品共计生产 700 吨，实现销售收入 2016 万元，

带动农户 2334 户，户均增收 8810 元。

十六膳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中共包含 16 种

谷物，其中有 9 种源自黑河，这也是公司选择在

嫩江市落户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福生告诉记者，

“这些年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包括减税降费、

贷款贴息等，还帮助解决招工难题，推荐参与各

种展会、沙龙、比赛，这对处于起步期的企业来说

是很大的助力”。

加工企业的成长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大

豆产业链正在不断延伸。目前，黑河市共有大

豆加工企业 80 家，设计加工能力 290.4 万吨，其

中，规上工业企业 11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8

家；大豆主要产品有大豆肽、意大利面、豆豉、大

豆冰淇淋、非转基因大豆油、腐竹、豆皮等；大豆

企业品牌 28 个，包括黑河大豆、九三、长水河、

瓦利亚等。2022 年，黑河市还引进中农发种子

工程、富尔种子大豆仓储加工（育繁推）、双鑫生

物科技加工等项目，都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

投产。

为推动大豆产业发展，黑河市还瞄准大豆产

业世界 500 强、中国 100 强和 10 强企业，制定了

大豆产业招商清单，建立企业项目库，赴山东、广

东等地开展集中推介招商；嫩江市正在完善非转

基因大豆产业园发展规划，致力于打造大豆传统

食品、休闲食品、医

药产品等 8 个产业链条 270

余种产品；北安市以油脂加工为主，总加工能力

约 72 万吨，有规上大豆加工企业 3 家，还有在建

大豆加工项目 2 个，建成后，大豆加工能力可提

升 至 每 年 13 万 吨 ；五 大 连 池 市 制 定 出 台 了

《2020—2025 年大豆产业振兴实施方案》《产业发

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等，对大豆产业在项目建

设、贷款等方面给予补助。

不过，黑河市在大豆加工方面仍存在短板。

数据显示，2022 年，黑河市加工大豆 57 万吨，大

豆加工转化率为 20.5%；大豆种子加工企业 46

家，初加工转化率 12.2%；大豆精深加工企业 34

家，精深加工转化率仅为 8.3%。

诸多因素制约着大豆就地加工能力和产业

链发展水平。比如，黑河市每年有约 7 个月的

供暖期，取暖费用对企业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地理位置偏远，企业交通运输成本偏高；上

下游配套企业较少，包装袋等产品需要从外地

进货；产业发展缺少人才支撑；等等。

面对重重困难，黑河市正在积极探索大豆全

产业链发展思路，在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政治

责任的基础上，通过实施黑土保护工程、大豆种

业振兴工程、农业科技推广工程、机械现代化工

程、大豆产业融合发展工程等，建基地、育品种、

强加工、创品牌，推动“三市两县一区”大豆全产

业链发展，构建千亿级大豆产业集群，实现农业

强市的目标。

“我们坚持打好寒地黑土、绿色有机、非转基

因 3 张金字招牌，吸引优质的大豆精深加工企业

落户黑河，与我们一起打造具有活力的新兴大豆

产业基地，让我们的产品不止在国内畅销，还要

走出国门销往世界。”王元武说。

黑龙江省黑河市是我国重要

的大豆种植区，这里资源条件优

越，大豆品质较高，产业发展基础

良好。但近年来，大豆大面积重

茬、规模经营程度不高、精深加工

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

题制约着产业良性发展。面对高

质量发展需求，黑河大豆产业的

后劲能否跟上？推动产业提档升

级，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长期以来，大豆产业一直是黑河市的支

柱性产业，科技、绿色、质量、品牌的追求贯穿

于大豆种植、加工全过程。但不容忽视的是，

由于大豆重茬率较高，大豆产量逐年下降、品

质降低；大豆就地加工能力不强，产品大多以

初级加工为主，缺少精深加工企业，多数加工

企业规模较小，销售范围较窄，缺少龙头企业

带动；同时，大豆产品附加值较低，缺少统一

品牌标志，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对产业的支

撑作用有限。面对诸多挑战，黑河大豆要做的

是先练好内功。

科学种植稳产增产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要合理轮作扩种大豆，提高产量和品质；加强

种质资源创新，针对黑河的寒地特点，培育专

用品种；大力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提高农

业机械化水平，依靠科技手段提高大豆单产

水平。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防

灾减灾协同，通过与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

并对标农垦示范基地建设，实现稳面积、提单

产、稳总产的目标。

实现产业的长远发展，还要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吸引企业投资建厂，推动加工生产项

目落地，不断延伸大豆产业发展链条，提高大

豆产品附加值。特别是要对行业龙头企业落

户给予更多支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扶

持力度，以此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发展。

品牌建设也是黑河发展大豆产业的重要

抓手。要整合全市资源，打造品牌标志，增加

黑河大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加工企业从

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展；用好用足黑龙江

省“黑土优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擦亮产业

发展的金字招牌，推动黑河大豆由“种得好”

向“卖得好”转变。

黑河大豆发展空间较大，需要种植户、企

业、科研院所、政府等多方主体形成合力，从

良种繁育、科学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政

策扶持等方面共同发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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