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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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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青年农民薄长

春在多年耕种经

验基础上设计覆

膜精量播种机，并

申请“春哥”品牌

商标，利用网络直

播销售，使用后玉

米每公顷可增产

5000 斤左右，绿豆

可增产1000斤，每

天都有农民参观

选购。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记者吴连祥报道
聚焦环境建设、产业发展、市场
主体培育三大核心任务，推动
农村经济实现重大突破，近日，
梅河口市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高标准部署落实稳住农业基本
盘，推动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农民增收再上新台阶。

提升农村环境，建设美丽
乡村。深化“千村示范”创建工
作，紧盯38个创建村，按照“九
有六无”标准和“五统一”原则，
通过党组织发动群众，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提质提标，
带动农村环境实现整体提升。

打造产业基地，推动农业
增效。深入实施“双万双千双

百”工程，力争培育1万户家庭
农场、1 万户庭院经济发展示
范户，建设 1000 亩暖棚、1000
亩冷棚，养殖百万头猪、百万只
品牌鸡，同时养殖 10 万头肉
牛，促进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农
业总产值跨越式增长。坚持政
府主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俯
下身子、走向基层，和农民共同
谋划发展产业，形成一村一屯
一特色。要大力发展种植业，
抓好大米、红高粱、棚膜经济、
食用菌等基地建设，抓好庭院
经济试点，打造蔬菜品牌基
地。要积极发展养殖业，坚持
传统饲养与龙头企业带动相结
合，研究制定扶持政策，推动肉

牛、肉猪、笨鸡养殖规模快速提
升、形成品牌。要积极发展乡
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充分发挥
知北村带动作用，建设一批旅
游示范村，形成城乡联动效应。

培育市场主体，搭建产销
平台。紧盯产业和经济发展，
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
社，全年力争新增 1 万户农村
市场主体。要把农民组织好，
每个村至少要建立一个专业合
作社；各乡镇要成立农业合作
总社或者企业；农业农村局要
成立全市供销总公司，统筹全
市农产品产供销各环节，推动
农产品顺畅流通、农产品交易
市场有序运行。市委、市政府

将为农产品销售搭建平台、提
供市场，建设农产品一条街、农
产品大集市场。要鼓励城市工
商资本、机关干部、退休干部、
城市居民走进农村，与农户对
接合作，把农民闲置资源、土地
利用起来，通过全民创业，发展
市场主体。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梅
河口市农业农村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农村人居环境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构建了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新格局，实现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省乡
村振兴现场推进会连续3年在
该市召开，连续 8 年获得全省
县域经济综合考评第1位。

抓实环境建设 产业发展 市场主体培育

梅河口高标准擘画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2月25日，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 执 法 工 作 会 议 在 长 春 召
开。会议全面总结了 2021 年
我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
情况，通过“早谋划、早部署、
早开展”对2022年具体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旨在确保今年
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
目标落到实处。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1
年，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围
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黑土
地、青山和草原湿地”保卫战
重点任务，聚焦重点时段、重
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开展了春季清河行动、污水处
理厂排查整治、供热企业包保
帮扶、燃煤锅炉和秸秆全域禁
烧专项行动、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专项检查、重大建设项目环
保“三同时”和自主验收核查
及“秋冬会战”十大专项执法
行动。

2021年，全省各级生态环
境部门共依法查处生态环境
违法案件1306起，其中行政处
罚案件1205起，实施五类案件
103起，罚款金额7702万元。

2022年，全省生态环境执
法工作将坚持主动作为，坚定
不移地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向纵深推进，不断促进运行机
制、能力建设、法治保障全面
到位，持续做好深化改革的

“后半篇文章”。坚持依法从
严执法，努力实现执法全方位
全覆盖，聚焦主责主业，坚持
铁腕执法，强化帮扶指导，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向全方
位、全覆盖执法推进。坚持攻坚克难，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好地服务于全省工作大局。坚持
争先进位，着力打造执法大练兵“吉林品牌”，补短板、
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真正把大练兵活动作为“一
把手”工程抓紧、抓细、抓实、抓出成效。坚持正风肃
纪，塑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主力军的良好形象，不断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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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春胜 报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省供
销合作社积极安排部署
春耕农资供应及土地托
管工作，全面提升为农服
务能力，在保障全省粮
食 安 全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2月9日一早，在吉林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
栋库房里，装满了各类化
肥产品，来自蛟河市天岗
镇的孙贺龙来这里订购
化肥。他介绍，家里有
十多公顷土地，每年都
在这买化肥，今年价格
虽然涨一些，但是影响
不 太 大 ，还 可 以 接 受 。
他主要买复合肥和掺混
肥。

在吉林省辉隆肥业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
人正在紧张地进行生产，
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关健
介绍，该公司正月初八就
开始安排组织生产。每
天工作 12 小时来保证完

成备春耕生产任务。公
司每天生产量在 1000 吨
左右，复合肥现在生产的
是新型肥料——菌肥，还
有缓释肥。

目前，这家企业已经
完成了全部省级化肥临
时储备订购任务，化肥储
备量达到百分之八十。
他们还和科研机构合作，
开发出减肥增效的品种，
降低化肥的使用量，降低
农民用肥成本。

省供销集团公司总
经理张明生介绍，今年省
供销集团公司积极而为，
提 前 谋 划 化 肥 供 应 工
作。特别是年前，他们
对 整 个 市 场 进 行 了 调
研，研判了市场形势，根
据市场形势提前作出购
销方案。全面采取了早
准备、早部署、早落实的

“早”字方针，对整个化
肥 的 储 量 提 前 进 行 购
销。同时与吉林辉隆、
中国惠农、北大荒等几

家大型企业进行联合储
备，完成今年 30 万吨的
储备任务。

作为农资供应的主
渠道之一，省供销合作社
积极存储化肥等农资，确
保春耕农资的供应。省
供销合作社现代流通处
张跃新表示，省供销社联
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参
与了化肥临时性商业储
备方案的制定，同时制定
了农资供应服务工作流
程图，以图表化的形式，
推动各项任务落地。提
前启动“双十”调度，每十
天调度各地购销存情况，
真实准确反映各地市场
动态情况、供应情况，在
中国化肥价格指数平台
上对选取的 10 个试点县
市区供销社进行化肥价
格上报，对化肥价格进行
监测。同时积极完成省
级30万吨化肥储备任务，
有效地调节稳定化肥价
格。

供销社系统备农资保供稳价

雨水虽至，室外还是一派
冰天雪地的冬景，近日，记者
来到临江市闹枝镇吊打村村
民辛全江的榆黄磨大棚，映入
眼帘的是一派生机盎然景象，
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

榆黄蘑又名黄金菇，属高
营养、低热量食物。元宵节刚
过，辛全江就将菌棚内布置一
新，原有的木质菌架统一换成
了钢架，一方面管理更为科
学，另一方面增加了菌袋摆放
的夹层，空间利用率大大提
升。

辛全江告诉记者，这两年
虽说蘑菇价格没太变化，但是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产量提
高了，收入也随之增加。

都说三分靠技术，七分靠
管理，集娴熟的技术和管理
经验于一身的辛全江，也是
与蘑菇一天天打交道而练就
的。

一朵朵榆黄蘑个头均匀，
长势喜人。从前期的发菌到
后续的喷水、根据 温 度 与 阳
光 照 射 的 位 置 ，再 到 后 续
的 收 割 蘑 菇 ，其 中 的 操 作

大 有 学 问 ，一 点 儿 都 马 虎
不得。

据了解，辛全江家庭农场
大棚日产量200多斤，年产量
四万余斤，毛收入可达50余万
元。真可谓小蘑菇，种出了大
经济，带来了大幸福。

对于小蘑菇的种植，辛全
江在新的一年也有着自己的
打算，“今年准备上一些新品
种，猴头菇、元蘑等。”

在这条由小蘑菇铺出的
致富路上，辛全江的日子将越
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小蘑菇“种”出幸福生活
□ 李承儒 王君霞 杨俊 秦莹莹 本报记者 郭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