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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丹 张阔记者
徐文君 报道 早春时节，乍暖
还寒。今年，洮南市春耕生产
立足“早”字，做到生产计划早
安排，春耕物资早储备，增产
措施早落实，迅速行动、抢抓
时节，确保春耕生产开好局，
起好步。

“连续走了好多家种子化
肥等农产品经销处了，品种齐
全。今年我准备多走走，多了
解一下新种子和化肥品种，争
取今年的产量能比去年再多
增加些。”在农产品经销点大
兴源种业了解情况的农户徐
本山说。

人勤春来早，农资先备
好。2021年，洮南市粮食总产
量达 25.34 亿近，首次迈入全
省前十产粮大县行列。又到
了一年一度备春耕时节，大多

数农民开始选种购化肥，为打
胜这场保卫战，确保全市粮食
生产安全稳定、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洮南市坚持“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农资质量安
全”，打响春耕备耕农资质量
保卫战，全力保障农资市场安
全稳定，为农民撑起了备耕播
种的安全伞。目前，洮南市各
基层供销社及销售网点累计
调入肥料数量为6000吨，同比
增长 7000 吨；累计销售量为
5000吨，同比增加了3000吨；
肥料主要类型与往年相似，主
要以氮、磷、钾肥料为主，农资
储备较为充足，能够满足农户
对生产肥料的基本需求。同
时大力促进农资企业组建和
农资网点建设，助力备春耕工
作，让农民放心备耕。

农业执法部门从农资市

场监管入手，多措并举，稳步
开展农资市场检查工作。制
定实施方案，保证种子打假有
计划、有目标、有组织地开
展。印发宣传资料5000余份，
制作宣传展板 2 块，横幅 20
条，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
方式，广泛宣传，营造专项整
治良好氛围。组织精干力量，
扎实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
工作和入户倒查行动，确保
了全市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截至目前，洮南市先后组织
农业执法人员多次到全市各
农资经营店进行执法检查，
累计对全市种子、化肥、农药
等 200 余家农资经营户进行
检查，现场与农资经营户签订
农资诚信经营承诺书 120 余
份。

“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洮

南市群众也陆续行动，开始农
机具检修，平整土地，为春耕
生产做好充分准备。

“农机具一冬天没动了，
趁现在抓紧时间检修，免得过
段时间着急用的时候耽误
事。同时，趁这两天天气逐渐
变暖了，风还比较小，我正在
对自家庭院进行土地平整，扣
上大棚，提高地温，做好稻田
育苗准备。”福顺镇庆平村村
民张艳君说。

全力抓好春耕备耕各项
工作，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总抓手，洮南市正紧紧围绕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一主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加强指导，强化措施，持
续推进种植结构调整，为今年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好基
础。

洮南：“早”字当头备耕忙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日前，为
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和农业农村部关于扩
种大豆等油料作物工作部署，加速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强对全省
春耕生产技术指导，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根据去冬今春气候条件和生
产形势，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了今
年备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积极
开展春耕农技指导服务和“大豆、花
生提产能农技行动”，抓好备春耕生
产工作。

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次拿全

苗。在选择品种上，根据各地生态
条件和产业发展需要精选良种，参
考《吉林省2022年农业主导品种和
主推技术》，杜绝白籽下地。做好整
地准备工作，实施保护性耕作地块，
适时清理播种带秸秆，提高地温。
常规春整地要以保住土壤墒情为原
则，待土壤化冻后，及时进行旋耕灭
茬，结合底肥深施起垄镇压，以利蓄
水保墒。凡是墒情适宜，地温稳定
通过 10℃达到播种条件地区，一定
要适时早播、抢播，把作物种在最佳
播种期内。依据品种特性、栽培模

式、土壤肥力等因素合理密植。
减量控肥，增加施用有机肥。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有针对性地补
充作物所需营养元素，实现养分平
衡供应。结合整地，增加施用有机
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提高蓄水保
墒能力，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化
肥使用量。玉米田要分底肥、种肥、
追肥，分层、分次施用，不提倡“一炮
轰”。大豆田提倡一次性深施底肥，
做到种、肥隔离。

适时育苗，科学培育壮秧。要
早扣棚，提高地温，做好水稻选种、

消毒、催芽等播前准备工作。在外
界平均气温连续 5 天高于 5℃时及
时播种。根据培育壮秧要求，严格
控制播种量。加强苗期管理，及时
通风炼苗，合理控制温、湿度，同时
配合药剂防治措施，预防病虫草害
的发生。关注天气变化，预防“倒春
寒”。

科学防除杂草，安全精准用
药。旱田化学除草应选择安全、高
效、低风险除草剂配方，适时适量用
药。土壤墒情较好地块，可进行苗
前土壤封闭除草。中西部易旱区，

提倡苗后茎叶除草。有条件区域可
采取机械、人工和化学除草相结合
的方式方法，降低农药使用量。

加强监测预警，综合防控病虫
害。2022年全省农作物主要病虫鼠
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预计发生
面积为8700万亩次左右，以玉米螟、
地下害虫、稻瘟病、玉米大斑病、农
田鼠害、草地贪夜蛾为主。要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原则，优先采
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
科学合理进行化学防治，推动绿色
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发展。

抢抓农时 科学备耕

省农技总站发布备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本报讯 孙红丽 报道 3
月岭城，春回大地。公主岭
市以营商环境吸引优质项
目，以优质项目带动有效投
资，截至目前，春季集中开
复工项目有 29 个，总投资
99.26亿元。

据介绍，2022年春季集
中开工项目中，新开工项目
17个，续建项目12个，亿元
以上项目24个，10亿元以上
项目 4 个；产业项目 22 个，
占开复工项目的 75.9%，其
中，工业项目 11 个，现代农
业项目 3 个，现代服务业项
目8个。

年初以来，为深入推进
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
效，公主岭市以项目为单
位，成立服务专班，专班人
员包括企业一人、属地一
人、手续办理单位一人，每
日上报项目进展情况。项

目秘书负责在办理前期手
续过程中全程跟踪、领办代
办。抢先抓早、倒排时序，
强力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办
理。持续实行市级领导和
项目秘书服务、相关部门领
办代办、重大项目工作专班
联席会议等项目建设服务
机制。坚持定期深入现场
办公，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项
目踏查，对重大项目手续办
理情况进行实地督导，对手
续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问题逐一协调解决。

目前，公主岭市中心医
院异地新建项目、农高区科
创中心等项目进展顺利。

“我们定期召开项目推进
会，强化资金、用地等要素
保障，加快手续前期办理，
满足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需要。”公主岭市发改局负
责人表示。

公主岭春季集中开复工项目29个
总投资超99亿元

本报讯 徐慕旗 孙德
民 报道 近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
批准发布了吉林省起草的

《梅花鹿茸分等质量》《马鹿
茸分等质量》《鹿茸加工技
术规程》《鹿营养需要量》等
4 项国家标准，标志着我省
梅花鹿产业向科学化、标准
化、规范化方向迈出重要一
步，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医药
传统文化、带动中医药科技
创新、壮大产业发展规模、
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梅花鹿主产
区，梅花鹿产业是我省典型
的优势特色产业，在资源评
价、良种繁育、规模饲养、疫
病防控、加工技术等方面均
居全国前列，梅花鹿茸在国

际市场上独占鳌头。我省
高度重视鹿业标准化工作，
先后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发展家养梅花
鹿业的意见》《关于推进梅
花鹿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25年）》，文件中
均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和完
善吉林省梅花鹿标准体系，
制（修）订梅花鹿系列标准，
用标准来规范鹿业健康发
展。

省市场监管厅指导构
建以鹿产品为主线、全程质
量控制为核心的农产品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已有国家
标准 8 项、行业标准 17 项、
地方标准 71 项、团体标准
45项，基本形成了梅花鹿产
业发展的标准体系框架。

我省主导起草——

鹿业国家标准获批发布

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亮子村利用当地气候条件，不断优

化产业种植结构，通过引进产量更高的白根韭菜，推动村民

致富增收。目前亮子村建成韭菜基地13亩，16个大棚，亩产

可达1万斤。 徐秀红 岳恒 记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