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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做好备耕工作，

舒兰市扎实开展农机具检

修工作。农机部门派出117

人对现有的 200 多家农机

专业合作组织的 2749 台

（套）农机设备进行检修，同

时对全市 110 台免耕播种

机进行备耕检修。图为技

术人员检修农机。 陈云龙

于婷 记者 徐文君 /摄

冰消雪融时，村村“闹”
备耕。连日来，记者在东辽
县城乡看到，满载种子、肥料
的大车小辆奔驰在城乡之
间。线上学科技，网上订农
资渐成时尚……东辽县紧紧
围绕稳住农业基本盘，高质
量抓好备耕生产，推动农业
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再
上新台阶。

多方组织货源，确保农
资供应。今年，全县计划粮
食播种面积 142 万亩，其中
玉米130.41万亩，水稻4.5万
亩，大豆 5 万亩。预计需要
种子 2280 吨、底肥 6 万吨。
现在，种子货源充足，入户率
达到70%；供销、农业等部门
多方组织化肥货源，增强市
场调节能力，满足农民备耕
需求。预计到 4 月初，春耕
所需生产资料可全部入户。
全县农机保有量突破 2.8 万
台，农机技术人员积极搞好
指导服务，已检修农机具 2
万 台 ，占 农 机 具 总 量 的

72%。为保障农资供应和市
场稳定，县农业农村局组织
农业专家、农技人员和执法
人员，开展宣传咨询活动，指
导农民科学购买、规范使用
种子、肥料、农药等农资产
品。市场监管部门对农资
商品严格审查，防止伪劣农
资流入市场，为保障农民利
益把好关口。

抓好农技培训，助力农
民增收。全县建成农村电子
商务网络平台80个，覆盖全
县所有乡镇。广泛宣传推广

“吉农云”平台，利用远程技
术服务，及时为农民解疑答
难、传播技术、交流信息。今
年的培训工作按照农业生产
需求，重点加强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头人和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训，由注重技术培
训向注重理念和市场开发培
训的转变。冬春科技培训工
作重点围绕黑土地保护利用
工作，开设秸秆深翻还田、耕
地增施有机肥农家肥、农机

具操作等有针对性的课程。
计划到3月末开班220期，培
训2.5万人次。截至目前，已
开办各类培训班 120 期，培
训1.4万人次,。

春耕备耕，安全为要。
基于这一理念，县农业农村
局把安全生产摆到突出位
置，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农机
装备主体、农机合作社开展
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采取
发放宣传单、农机安全手
册、农机安全生产制度上
墙、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等
举措，确保备耕春耕生产安
全有序进行。针对往年天
气情况，超前做好预防“倒
春寒”、低温、干旱等灾害性
天气的应急预案，确保农业
生产安全。对可能出现的
不能按时播种、天气制约春
播进度、影响春播质量问题，
动员农技人员、乡村干部进
村入户，开展防灾减灾技术
指导，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
行。

让沃野五谷丰
——东辽县备耕生产侧记

□ 李金红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林天天 闫虹瑾 报
道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不
良天气对我省春季蔬菜生产和
市场供应带来的不利影响，加
强蔬菜生产管理，确保疫情期
间全省蔬菜生产稳定、市场有
效供应，省农业农村厅 3 月 10
日下发了《我省春季蔬菜生产
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强化极端天
气防范。当前，正是气温冷热
交替频繁时期，极易发生不利
设施蔬菜生产的极端天气，要
实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提前
做好各种防范，确保农业生产
正常开展；要对棚室骨架、棚
膜、保温被等设施组件进行
检查，修补或替换破损严重
的棚膜，拉紧系实压模线，对
相邻较大空隙的保温被进行
缝合，对风雪荷载性能差的
棚室及时加立柱或维修；要
做好预防，在土墙温室后屋面
加盖薄膜，防止雨雪渗漏损伤
墙体。同时，及早准备抗寒、防
（治）病虫害等物品，做到有备
无患。

加强蔬菜生产管理。日光
温室春茬栽培果菜类蔬菜已进
入定植期管理，要科学调控环
境条件、合理施控水肥，促进
生根壮秧和花芽正常分化，
调控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强化病虫害防治，为提质增
效 创 造 良 好 条 件 。 大 棚 蔬
菜 栽 培 用 苗 正 处 于 育 苗 阶
段，要重点做好大棚定植前
准备和苗期管理工作，为后
期 定 植 及 田 间 管 理 做 好 铺
垫。露地蔬菜栽培管 理 要
注 意 越 冬 蔬 菜 返 青 期 管
理 ，根 据 不 同 作 物 及 不 同
栽 培 方 式 适 时 育 苗 ，蔬 菜
直 播 可 在 外 界 气 候 条 件 适
宜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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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姗姗 魏强 报
道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又到
了春耕备耕的时节。为加快
推动秸秆离田工作，确保春耕
顺利进行，近日，我省出台《关
于 加 快 秸 秆 离 田 工 作 的 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把秸秆离田工作作为当前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压紧压实工
作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从紧
从急从速，尽快完成全部离田
任务。

“从去年开始，我省就开
始实施秸秆全域禁烧，并专门
制定了秸秆综合利用、全量化
还田等工作任务，以科学的管
控，加快推进秸秆禁烧的目
标，倒逼秸秆综合利用，大幅
提高了秸秆的离田率。”省生
态环境厅大气处李文辉介绍
说，秸秆离田是秸秆禁烧的重

要基础，也是治理秸秆露天焚
烧的关键 性 措 施 。 今 年 开
春，我省提前谋划备春耕，在
秸 秆 全 域 禁 烧 的 任 务 目 标
下，更是提出了要提高秸秆
离田质量的要求，抢时间、抢
进度，确保秸秆离田顺利快速
推进。

3月5日，在辉南县辉发城
镇光辉村，一辆辆搂草机、打
捆机忙碌地穿梭在田间地头，
进行秸秆离田作业。光辉村
党支部书记王仁田一边调度
着现场秸秆离田工作，一边
认真记录工作进展。“目前，
每天都要对离田情况进行详
细记录，两天一次向镇里汇
报，我们叫做‘秸秆离田歼灭
战’。”

2 月 份 以 来 ，辉 南 县 以
“疏、堵、处”结合为手段，进一

步调整优化秸秆禁烧管理模
式、强化综合利用，全力打造

“严格管控不敢烧、‘五化’利
用不用烧、培育市场不想烧”
的全域禁烧工作格局。

同时，辉南县制定出台了
《辉南县秸秆全域禁烧行动实
施方案》《辉南县秸秆全域禁
烧督察指导工作方案》《县领
导秸秆全域禁烧包保工作要
点》等文件，明确离田任务、时
限，落实县级领导包乡镇、乡
镇领导包村、村级领导包地块
的三级网格责任；建立“日调
度、日通报”工作机制，并将调
度结果在工作群进行排名通
报，形成“赛马机制”。

“发动群众第一步，机械
人工两不误。”辉南县多管齐
下，通过企业打包离田、农户
打捆离田、黑土地保护还田三

项举措，因地施策确保秸秆
有序离田，而这正是我省各
地秸秆离田保春耕的一个缩
影。

目前，针对剩余秸秆的数
量、分布情况，我省各地在适
合秸秆离田作业的窗口期，积
极组织开展离田作业，将剩余
秸秆的离田任 务 落 实 到 乡
镇、村屯和具体责任人，压实
责任，并要求各地按照玉米、
水稻等主要作物种类，平地、
坡地、涝洼地等地貌特征，对
应离田但尚未离田及离田后
剩余物较多的地块进行调查
统计，逐一明确机械离田、人
工离田、入炉（窑）焚烧等具体
秸秆处置形式，形成工作台
账，摸清底数，确保应离尽离，
打好秸秆禁烧收官之战，为今
年春耕奠定良好基础。

抢先抓早备春耕

各地开展春季秸秆离田行动

本报讯 彭丹 张阔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人勤春来早，实
干正当时。安图县众多企业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吹
响了复工复产的号角，安图
经济开发区多家企业订单充
足，铆足干劲投入生产，全力
冲刺“开门红”。

在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
业有限公司，车间里多条生
产线正在开足马力运转，工
人有的忙着生产中药饮片、
有的在娴熟贴片、有的在包
装产品，大家分工有序、配合
默契。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三宝
药业紧盯项目建设情况，全
力做好项目落地工作，一线
人员抢工期、抓进度、保生

产，掀起了新一轮赶超发展
的浪潮。据了解，企业已完
成二期改造，两个车间均已
通过生产和 GMP 双重体系
的省级认证，根据市场的销
售订单，预计全年产值将达
到5000万元。

吉林省福玉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车间同样一片忙碌景
象。库房内，工人忙得不亦
乐乎，将玉米、小米、杂粮等
农特产品打包装箱，快递车
辆也正准备着，为发货运输
传递着“加速度”。

福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1年5月，专业从事
鲜食玉米加工，2021 年实现
产值 734 万元。2 月 7 日，该
公司就组织工人投入生产，

尽快完成合同订单任务。投
入生产以来，每天产量能达
到 10 万穗。公司负责人介
绍：“今年的销售目标是 1 个
亿，今年还准备了玉米粒的
预制菜项目，大约4月份开始
动工进行厂房装修，预计 10
月下旬投产使用。”企业负责
人表示，提前开工为按期完
成生产任务、实现生产目标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安图经济开发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安图经济开发区
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今
年将大力支持福玉玉米、顺
源杏鲍菇和国药肽股等行业
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带动
产业集群发展。

安图：防控生产“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