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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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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晓羽 记者郭
小宇报道“我们合作社的土
地已经保护性耕作三年了，
从最开始的 30 公顷地，到今
年的 400 多公顷地，这几年，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
员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
术，产量越来越好，村民也都
越来越认可，保护性耕作是
正路子。”德惠市边岗乡文兴
农资专业合作社社长张文兴
高兴地说。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
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
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
远造福人民。”这一关于黑土
地保护的重要指示再次表
明，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
候都不能松，保障粮食安全
必须守好基本田。

保护性耕作技术，就是
要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土壤
生产力，从而实现“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

今年，德惠市推广玉米
保护性耕作面积突破 100 万
亩，其中秸秆全量还田面积
达2.5万亩，保护性耕作面积
占全市玉米播种面积的40%
以上，参加作业机具近 1000
台，遍布全市16个乡镇，5月
下旬播种全部结束，目前苗
情长势喜人。

保护性耕作是相对于传
统的耕翻起垄播种而言，采
取的一项对土地起保护性作
用的新技术。是在播种前，
不耕翻土地，不起垄，使用专
用作业机具在原垄进行播
种。这项技术在德惠市已经推广多年，相对于
传统耕翻起垄播种具有抗旱保苗，出苗整齐，
抗倒伏的特点。

秸秆全量还田保护性耕作是保护性耕作
的最高级模式，不仅具备保护性耕作这些优
点，还可以不清理秸秆离田，不用焚烧，把留在
田间的秸秆归行处理后，原垄播种。长期推广
保护性耕作技术，可逐年提高土壤有机质含
量，起到肥地养地的作用。同时，不清理秸秆，
不进行焚烧，既省工、省钱，又避免了焚烧秸秆
带来的诸多危害。据推广农户测算，每公顷土
地可节省清理秸秆和整地费用约 1000 元左
右。有利于水土保持，恢复地力，有利于农业
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利国利民，可持续发
展的农业技术措施。

今年德惠市将利用国家扶持资金对实施
保护性耕作面积每公顷地补贴585元，充分利
用国家、省、长春市扶持政策加大力度快速推
广保护性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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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金红 记者吴
连祥报道 八月东辽，花红果
硕。走进万亩黑果花楸示范
基地项目，可见一株株黑果
花楸迎风挺立，枝繁叶茂，生
机勃发，向人们传递着健康
生长的信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秉承这一理念，辽源市
计划用5年时间建设百万亩
造林工程，东辽县万亩黑果
花楸林下经济经营性项目就
是该市百万亩造林工程五个
经济林培版块中的示范工
程。

黑果花楸是集食用、药
用、园林和生态等价值于一
身的珍贵树种，它的果实对
人体有保健作用。黑果花楸

对气候及土壤有很强的适应
能力，可应用于荒山绿化、
水土保持，在生态恢复、园
林绿化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年初，东辽县与市生态
投资集团合作，计划在白泉
镇聚龙潭水源地上游9个村
建设黑果花楸基地。

黑果花楸示范基地项目
预计总投资 13285.25 万元，
种植 11225 亩黑果花楸苗
木，实现年产 15434 吨黑果
花楸鲜品的产出能力，每吨
价值4000元。建成1年后达
产，可产出30至50年。采取
林药间作、以药养林模式，已
建成 1200 亩中药材种苗基
地。在种植中，推行涵养林

项目良性生态治理措施。
黑果花楸基地建在自行

车赛道两旁，可以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春季赏花，夏季赏
果，秋季赏红叶，冬观纷纷瑞
雪。同时，该项目还解决了
白泉镇390名农民工的就业
问题，其中包括 6 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当地政府与贫
困户商量，流转土地302亩，
使贫困家庭受益人数达到
76人，平均年人均增收4500
余元。

据了解，公司将在完成
3 万亩的种植规模后，投资
建设冷藏链用来储运冷鲜
果，建设榨汁喷粉厂为保健
品厂商提供原材料，引入相
关技术提取黑果花楸有效成

分，这些企业会为后续建设
葡萄酒厂、果冻厂等深加工
企业打好基础，进而建成
从黑果花楸种植到加工再
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基地。

黑果花楸基地项目利用
退耕还林，引进林药立体种
植的大健康产业化项目，将
东辽河两岸和城市水源地周
边传统玉米等农作物的土地
改造区域作为林药生态涵养
林的示范区，解决因种植玉
米等农作物施用农药化肥等
对河流、水库的污染问题，还
可以彻底解决玉米秸秆焚烧
的环保难题，对当地生态环
境的改善、水源地水质提高
和城市园林建设具有建设性
作用。

涵养水源 造福后代

东辽建起万亩黑果花楸示范基地

本报讯 张力军 报道 8 月的
松辽大地，即将迎来丰收：玉米逐
步进入灌浆期，水稻进入孕穗扬
花期，大豆进入开花结荚期。当
前，主要粮食作物生长进程正常，
长势好于往年，为确保全年粮食
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高位推动，各级党委政府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
产工作，有效保障了春耕生产工
作顺利开展。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认真落
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省政府3月6
日制定出台《进一步确保粮食生
产和安全及扩大“菜篮子”产品生
产政策措施》，制定8条支持稳定
发展粮食生产政策措施，提高粮
食播种面积在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中的指标权重，增强各地政府
抓好粮食生产的主动性。3月12
日向市县分解下达粮食播种面积
指导性计划，推进各地采取有效
措施，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务必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
着力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千方百计保障备耕。积极应
对疫情影响，省农业农村厅成立
春耕物资保供组，并会同相关部
门建立协同机制，多措并举推进
农资备耕。到 3 月底我省 251 家
重点农资企业全部复工复产。4
月中旬，全省春耕生产所需种子、
底化肥、农药全部到位，备耕进度
快于去年同期。同时积极开展农
资打假专项行动，净化农资市场
环境。组织农民提早做好农机具
检修保养。做好抗旱水源井和灌
溉设施检修维护，全省可正常供
水抗旱水源井 25 万眼，可保证
2500 万亩坐水种能力。抓技术
保障，开展线上农技培训指导服
务。

高标准完成春耕播种。气象
部门抓住有利天气时机，全力组
织开展空地一体化的区域联合抗
旱防雹人影作业。春播期间，通
过空中飞机和地面火箭空地一体

化协同作业，累计增加降水约10
亿立方米，春播前期受旱地块旱
情基本解除。各地紧紧抓住4月
27日以后气温回暖和土壤墒情较
好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机械抢
墒播种，总体播期主要集中在 4
月27日至5月10日，出苗整齐度
好，实现了苗齐苗全苗匀。据 5
月28日农情调度，全省玉米平均
保苗率达 96.06%，比上年高 2.06
个百分点，为近 5 年来最高水
平。5月底水稻插秧全部完成，在
适播期内全面完成春耕播种任
务。

切实加强草地贪夜蛾等重大
病虫害监测防控。省政府成立农
业植物重大有害生物应急防控指
挥部，省农业农村厅及时制修订

《全省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等防
控预案，成立草地贪夜蛾防控工
作推进组和专家指导组。据监测
调查，截至目前，草地贪夜蛾尚未

侵入我省，蝗虫、粘虫整体发生程
度较轻，并及时进行了防治，未发
生农田危害。

做好农业绿色高质高效技术
示范推广任务落实。继续抓好测
土配方施肥等减肥增效技术，以
及水稻生物防治、航化作业和精
准施药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
防控和统防统治推广，抓好旱作
节水农业示范区、化肥减量增效
示范县等建设。今年计划利用
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落实混合
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示范面
积98万亩，性信息素防控水稻二
化螟示范面积79万亩，水稻飞防
作业示范面积 115 万亩，截至目
前，已开展生物防治水稻二化螟
98万亩。性信息素诱控技术81.5
万亩，统防统治航化作业185.2万
亩，公主岭、榆树、九台等地开展生
物防治玉米螟1000万亩。

加强田间管理指导服务。为

抓实抓细粮食作物中后期田间管
理和粮食生产防灾减灾，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奋力夺取粮食丰收
行动”，全力夺取今年粮食丰收。
特别是针对7月以来中西部发生
的旱情，目前，白城大部、松原西
北部、四平西北部、长春西部已采
取滴灌、喷灌、小白龙灌溉等形
式，全力进行浇灌，把旱灾带来的
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据农情调
度，截至8月5日，全省已开展抗
旱浇灌 2515.3 万亩次。同时，气
象部门抓住 8 月 1 日以来降水过
程，在中西部地区积极开展人工
增雨作业，大部分受旱地块旱情
得到缓解或解除。

目前，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对
吉林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特别是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努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当前，全省主要粮食作物生长进程正常，长势好于往年，为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为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高标准稻田里水稻长势喜人。 丁研/ 摄

我省粮食生产形势较好
全省玉米平均保苗率达96.06%，比上年高2.06个百分点；面对伏旱，全省已开展抗旱浇灌2515.3万亩次；8

月1日以来，中西部地区积极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大部分受旱地块旱情得到缓解或解除——

本报讯 记者郭小宇报道
为进一步加快查干湖保护和发
展项目招商步伐，做大做强查
干湖品牌，8月12日，吉林·查干
湖保护和发展项目招商推介会
在浙江省杭州市之江饭店会议
中心举行，邀请100多名浙江省
优秀的企业家代表，共商交流
合作，共谋发展。

推介会上，前郭县委副书
记、县长卓日格代表前郭县 60

万草原儿女，怀着深情厚谊和
寻求合作共赢的殷切期盼，与
浙江业内精英、行业翘楚共同
分享查干湖最新的发展成果和
巨大的发展商机。

受邀代表观看了查干湖专
题宣传片《生态查干湖》，听取
了查干湖保护和发展项目招商
总体情况介绍和文旅国际街区
运行项目详细情况介绍。与会

企业对查干湖的区位优势、资
源优势以及良好的发展环境都
有了深刻认识和了解，纷纷表
示，吉林查干湖蕴含巨大商机，
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将积极
与前郭对接，进一步了解政策
红利、发现商机、共谋发展。

项目推介会在杭州举行，
是因为前郭县和杭州在发展理
念上有很多相似、相近之处。
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是文化名城、
开放之都，经济活力最足、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前
郭是“塞北重镇、草原明珠，圣
湖千载沧桑”，是吉林省内惟一
的蒙古族自治县和全国中小城
市科学发展百强县，生态本底
最好、民族风情最浓、发展潜力
最大。两地虽远隔千里，却理
念相同、人文相近、心手相连。

查干湖保护和发展项目招商推介会走进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