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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西瓜”

是中国国家地理

证明标志商标，

也是洮南市农民

致 富 的“ 摇 钱

树”。图为安定

镇远望村农民王

树军种植的17公

顷西瓜即将大量

上市。

邱 会 宁 范

海辉/摄

本报讯 任胜章 报道 6 月
以来，我省多发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极端天气，造成部分农田
积水。据农情调度，截至7月6
日，全省农田积水 36.12 万亩，
受 灾 29.84 万 亩 ，其 中 玉 米
23.07 万亩，水稻 5.91 万亩，其
他 作 物 0.86 万 亩 。 从 区 域
看，近几次强降雨范围广，大
雨暴雨落区重叠、雨量集中，
主要影响我省中东部偏南地
区的通化、四平和梅河口等市
县。

为做好农田渍涝防范，省
农业农村厅重点采取了以下措
施。

细化实化防范措施。严格
落实年初会同省气象局制定的

《科学应对气象灾害影响 奋力
抗灾夺丰收预案》，针对强降雨
过程实际情况，及时印发防范
洪涝灾害、新一轮强降雨影响
和农田排涝促进作物生长3个
紧急通知，指导各地提前疏浚
沟渠，落实机泵管带等排涝物

资，做到早准备、早防范、早处
置。

强化灾害预警。为有效应
对极端天气影响，农业农村、气
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建立起联
合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通过
明传电报和网络、微信、短信等
平台提前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
信息。建立值班值守制度，组
织各地全面排查，对调度掌握
和网上反映的低洼地块积水问
题，组织专家实地踏查、会商研
判，有针对性制定对策措施，加
快生产恢复。

加强跟踪指导服务。针对
强降雨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响，组织由厅领导带队的调研
指导组，先后 3 次下沉受灾地
区进行实地踏查，督导各地加
强田间管理，落实防洪排涝措
施。派出“干部+专家”模式的
9 个技术包保指导组，深入到
全省 9 个地区和梅河口市，共
组织各地派出农技人员 8128
人次，采取挖排水渠、机械强排

等措施，排除田间积水29.28万
亩，促进受灾作物尽快恢复生
长。

6日到8日，我省出现入汛
以来第 4 场强降雨天气过程，
主要影响长春、四平、辽源、通
化、松原等部分县市，农田渍涝
面积会进一步扩大，省农业农
村厅目前正在开展相关调查工
作。根据气象部门预报，7－8
月全省仍有区域性暴雨和局地
强降水，可能有 2 个台风影响
我省，农田积水风险较大，中西
部地区还可能发生阶段性干
旱，需要严防涝旱急转。

为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抓
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指导推动。落实
常态化分片包保指导服务机
制，根据灾害发生程度，及时
派出专家组，强化跟踪指导
服务，帮助基层解决生产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动各项
防灾减灾和田间管理措施落

实。
二是强化会商预警。针对

后期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过
程，进一步加强与气象、水利、
应急等部门和各级政府协作会
商，密切关注天气、墒情和水
情变化，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
预警信息，指导各地落实落准
具体措施，努力把损失降到最
低。

三是强化田间管理。针对
玉米长势偏弱地块，采取追施
速效氮肥、喷施叶面肥和植物
生长调节剂等，加快作物生长
发育。针对积水地块，加快排
水散墒。针对受灾水田，采取

“浅—湿—干”交替用水，提高
地温，促进丰产稳产。

四是强化病虫害防控。继
续做好草地贪夜蛾等农作物重
大病虫害监测调查，加强粘虫、
玉米茎腐病、大斑病、水稻稻瘟
病、大豆霜霉病、食心虫等病虫
害监测预警，因灾施策，努力实
现“虫口夺粮”。

强降雨致部分农田积水

我省多举措做好农田渍涝防范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又
是一年荷花开，含苞欲放待君来。
7 月 16 日，2022 查干湖“圣湖荷花
节”在查干湖景区圣湖广场盛大开
幕，来自全国的千余名游客慕名而
来。

开幕式结束后举办了“圣湖歌
舞颂家乡”文艺演唱会。前郭县民
族歌舞传习中心的演员载歌载舞
为游客奉献了一场民族歌舞的文
化盛宴。婉转悠扬的长调、优美动
听的民歌联唱、气势恢宏的马头琴
齐奏等节目激情上演，深深表达了
草原儿女热爱家乡、歌颂家乡、建
设家乡的厚重情感。

近年来，前郭县进一步做大做
强查干湖旅游节庆活动，使“金字
招牌”越擦越亮。围绕查干湖四季
特点，对景区旅游线路进行了重新
规划，增设了“圣湖腾鱼捕捞表
演”“增殖放流涵养生态”“湖畔马
头琴演绎”等旅游项目；重新梳理
确定了“捺钵开湖节”“圣湖荷花
节”“湿地观鸟节”“冰雪渔猎节”
等四季旅游发展格局；不断强化

查干湖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加
快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步伐，推动
查干湖大发展、快发展，努力把查
干湖打造成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
地。

本届“圣湖荷花节”以“回望三
十载、再谱新华章”为统领，以“荷
缘月”“花为媒”“乐消夏”为核心，
以“相约查干湖畔、共享生态美景”
为主题，本着把景区节庆活动逐步
推向市场化的办节导向，在民族文
化与查干湖生态旅游有机融合的
基础上，推陈出新、改进升级。来
自域内外的商企采取“冠名”“赞
助”或“自办”“创办”“协办”“联办”
等多种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
活动，包括横渡查干湖挑战赛、

“鱼”你有缘休闲垂钓大赛、夏季增
殖放流、查干湖电音节、马头琴音
乐汇、圣湖腾鱼景观表演等游客喜
闻乐见、可以踊跃参与的消夏休闲
文旅活动。

本届“圣湖荷花节”将持续到
9月16日结束，期间将有系列精彩
活动轮番登场。

2022查干湖“圣湖荷花节”开幕

本报讯 秦野 闫斌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经过两年的持续推进，我
省首个石墨烯润滑油项目——桦
甸市三润石墨烯润滑油项目目前
已完成主体厂房建设，进入设备调
试阶段。

三润石墨烯润滑油项目于
2020年在桦甸经开区新能源产业
园区开工建设，总投资2.7亿元，占
地 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5 万平
方米。项目达产后，年可生产石墨
烯润滑油3万吨，实现产值2亿元，
税金 4000 万元，安置就业 200 余
人。

石墨烯被誉为“黑金”，是 21
世纪的新材料之王，是目前世界上

最薄、最坚硬的新型纳米材料，厚
度仅为 0.335 纳米，300 万层石墨
烯膜的厚度仅为1毫米，具有优异
的光学、电学、力学特性，可广泛
应用于材料学、微纳加工、能源等
方面。

据介绍，三润石墨烯润滑油项
目是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德领科技有限公司重点
孵化项目。项目采用先进生产技
术，以进口基础油和新材料石墨烯
为原料调制生产新型润滑油，突破
了相互吸引、均匀分散、摩擦表面
特性三大技术壁垒，大幅度地提升
了润滑油性能及品质。

三润石墨烯润滑油项目是桦

甸市委、市政府坚持召唤“桦商回
家”行动的一个重大收获。项目承
建方三润科技公司负责人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桦甸人，多年在重庆打
拼。三润科技旗下的另一户企业
三沃科技这几年凭借开发石墨烯
润滑油核心技术实现了快速发
展，赢得广阔的南方市场。2019
年，为了实现对北方市场的拓展，
三润科技公司负责人在桦甸市
委、市政府多次召唤后，决定在桦
甸投资建设北方生产基地。对于
返乡创业桦商，桦甸市给予各方面
政策支持，在项目建设上开辟“绿
色通道”，保证了项目建设快速推
进。

我省首个石墨烯润滑油项目在桦甸投运

本报讯 孟玉丹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开展“万名干部进万
户”活动以来，梅河口高新区干
部职工利用每周末休息时间，
深入水道镇、牛心顶镇开展“万
名干部进万户”活动，用实际行
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乡村
振兴贡献“高新力量”。

梅河口高新区扎实落实省
委“基层建设年”和市委乡村振
兴“三年行动”部署要求，扎实
推进“万名干部进万户”走深走
实。在入村工作中，他们充分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积极
投入到整治行动中，帮助村组
清理道路沿线、庭院、厕所等重
点区域的卫生死角，确保各村
划片分区责任到人，卫生清洁
长效保持。积极开展宣传引
导，培育树立文明风尚，形成广
泛参与、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
良好氛围。

产业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措施。因此，高新区紧
紧围绕产业振兴这条主线，因
地制宜，精准施策，帮助乡村谋
划发展特色产业，扩宽农户的
增收渠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他们组织精干力量，对 2
个乡镇下辖村组进行摸底调
查，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等因素，研究确定

“示范带动”“重点推进”“巩固
提升”三种模式，扎实有序推进
乡村建设。建立一户一册帮扶
台账，帮助补齐发展短板，解决
人居环境整治、庭院经济发展
等问题，为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目标助力赋能。

据介绍，梅河口高新区将
进一步完善帮扶措施，切实把

“万名干部进万户”活动贯穿
始终，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
身边事，扎实落实“四双”工
程，不断增强农村群众的获得
感、安全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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