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陈梦昕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仲夏时节，翠绿
的稻田在磐石山间平铺蔓
延，秀美如画。

“磐石千塘稻”种植基
地中，正在举办优质地理产
品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案例（第7例）——磐石
千塘鱼夏钓冬捕案例和优
质地理产品生态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案例（第 12
例）——磐石千塘稻永久基
本农田案例的揭牌仪式，拉
开了磐石市千塘系列“丰收
季百日展”活动的序幕。

活动中，中国地理学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国友，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学术期刊中心副
主任、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
据出版系统世界数据中心
主任、《全球变化数据学报
（中英文）》编辑部主任刘
闯，中科院及吉林大学、东
北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等高校科研院所知名专家
和吉林市委常委、磐石市委

书记于技群、磐石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萍萍等相关领导
就发挥地理多样性优势，科
技赋能磐石绿色发展进行
了深入地沟通和交流。

院地合作开启磐石市
农业绿色发展新引擎。

该市始终坚持科技兴
农，依托科研院所和龙头企
业优势，加快推进黑土地保
护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成
功创建了“磐石兰家村大
米”“磐石锦绣海棠”“磐石
千塘鱼”“磐石大榛子”“磐
石千塘稻”5 个优质地理产
品，不仅实现了磐石“国字
号”农产品零的突破，也打
开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大门，
形成山水林田案例集群，成
为全国争创中科院优质地
理产品最多的县市。目前，
创建成功的5个优质地理产
品销售价格均实现倍增，极
大程度提高了全市农业经
济收入，预计年内 5 个案例
产品将增收 9.7 亿元，实现

“草木生金、山水致富”。农

民在增收致富的同时，百姓
还享受着绿色发展带来的

“红利”。该市与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签署的《美丽磐石建设总体
规划与绿色发展实践项目》
协议，项目涵盖美丽磐石建
设规划纲要，黑土粮仓优质
地理产品打造等3个专题任
务及建设全域定制智慧管
控平台。该市还高质量打
造“磐双线”“漫红岭”等美
丽乡村片区，新改建农村公
路 438 公里，乡镇污水处理
厂全面铺开。

岁月峥嵘风雨兼程，耕
耘不辍成就辉煌。近年来，
磐石市荣获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国家城乡交通运
输一体化示范县、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等称号。
如今，为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更高目标任
务，磐石市正扬鞭策马，奋
力前行，一幅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和生态绿色崛起的蓝
图画卷正徐徐开启……

科技赋能磐石绿色发展
——磐石千塘系列“丰收季百日展”活动拉开帷幕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2年7月 日 星期四21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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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社长：孟繁杰

扶余市全面落实“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紧扣“两

确 保 一 率 先 ”目 标 ，围 绕

“13865”发展思路，加大引进畜

禽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龙头

型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提高

农业资源附加值，建立高端食

品产业链，打造“中国现代农

业之都”。图为鲁花浓香花生

油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

加紧作业。 李广友/摄

本报讯 张 力 军 报 道 当
前，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农田排
涝工作摆在当前重要位置，全
力抓好防灾减灾措施落实。截
至7月17日，采取挖排水渠、机
械强排等措施排除田间积水
219.79 万亩，喷施叶面肥或植
物生长调节剂66.96万亩，为夺
取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坚实基
础。

据悉，今年我省汛期提前
近两周，目前已经历了5次明显
降水过程，全省平均降水量超
过 300 毫米，较常年多 90%以
上，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降
水最多的一年。受集中降水叠
加影响，多地农作物受灾。省
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农业生
产防灾减灾工作多次作出批示
部署，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深
入一线查看灾情，督导农田排

涝尤其“三沟”清理工作，有针
对性提出指导意见。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
部署，全省农业农村部门迅速
采取有效措施，组织精干力量，
扎实推进农田排涝和恢复生产
工作。

强化督导推动。充分运用
“五化”闭环工作法推动工作落
实。建立农田渍涝灾害情况台
账，实施日调度和日报告，督导
各地抓紧排涝，恢复生产。省
政府督查室下沉基层督导各项
措施精准到位。建立领导包保
机制，地方主要领导包保灾情
最重县市或乡镇，形成市包县、
县乡包村、村干部和党员包户
工作模式，属地政府主体责任
进一步压实。建立协调联动机
制，农业农村、应急、水利、住建
等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
力，全力推进农田排涝、沟渠疏

浚等工作尽快展开。
强化预警排涝。加强与气

象、水利、应急等部门沟通协调
和信息共享，及时发布气象灾
害信息，多次会商研判，提出有
效应对举措。指导各地强化组
织推动，层层压实责任，推动落
实机泵管带等排涝物资，加快
疏浚沟渠和恢复生产。

强化指导服务。7 月 9 日
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由厅
领导带队的工作组深入受灾较
重的6个地区12个县（市、区），
对农田渍涝情况进行现场踏
查，指导农田排涝工作。印发

《我省主要农作物涝灾恢复生
产技术导则》，指导各地科学恢
复灾后生产。省农业农村厅组
建的“干部+专家”模式 9 个技
术包保指导组和15个工作小分
队，已经派驻到各市（州）和受
灾较重的15个县（市、区），指导

推动农田排涝工作。截至7月
17 日，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累计组织出动农技人员 17.64
万人次。

强化应急值守。省农业农
村厅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农田
排涝和恢复生产工作专班，安
排专人值班值守，设立两部热
线并新增 12316“三农”服务热
线农田受灾版块，及时受理农
民反映的有关问题，能即时答
复的当场答复，需要属地解决
的及时转交相关市县限期办
理。目前，接到并受理农民反
映的农田渍涝等问题28个。

强化资金落实。省农业农
村厅协调配合财政部门，先后
两批下拨救灾资金 4167 万元。
同时指导各地统筹用好相关资
金，重点支持喷施叶面肥、植物
生长调节剂等促早熟措施落
实，促进植株恢复正常生长。

全省各地推进农田排涝保丰收
本报讯 潘晟昱 田宏 王凯 记

者 徐文君 报道 金黄的麦穗谦逊地
低下了头，向这片蓬勃的土地诉说
着快乐与感谢。铁牛轰鸣，北国的
沃野回荡着丰收的喜悦。

七月，镇赉县迎来了又一季小
冰麦的收获。7 月 17 日，镇赉镇南
岗子村的小冰麦示范区里数台收割
机开足马力收割金色的麦子。

麦田里，镇赉县成凯农业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成凯手捧
着黄澄澄的麦粒满怀喜悦：“今年又
是一个丰收年，示范区170公顷4天
就能收完，预计产量能突破 136 万
斤，多亏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农技
人员的多次指导，才有现在这喜人
的态势！”

2021年，南岗子村建立小冰麦
产量提升工程示范区，新增小冰麦
种植面积1400亩，通过绿色高产高
效技术集成，示范区产量要高于全
县目标作物平均产量5%以上，节本
增效达到5%以上，年产优质小冰麦
380吨，加工无公害面粉270吨。选
用优质高筋小冰麦品种，通过轮作
倒茬、秸秆还田和病虫草害绿色防
控技术，测土配方施肥、增施农家肥
或商品有机肥，提升小麦品质，“南
岗子”小冰麦品牌年产值达到 270
万元以上。

“今年示范区的粮食产量比得
上我小时候全村的总产量了。如
今种地全程机械化，不仅多打粮
食，还不受累！机械化作业可轻松
实现小冰麦的脱粒、秸秆打包、灭
茬和离田四步曲。这得益于小麦新品种的研发和
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麦农曲继军说。

今年，镇赉县共有4个乡镇种植小冰麦，种植
面积1.2万亩，订单面积在6400亩左右。为确保颗
粒归仓，镇赉县及早行动，科学谋划，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农机安全操作宣传，指导农民及时抢收，积
极调配全县所有收割机，力争早日完成小麦收割。
收割后，种植户进行翻地、整地复种白菜、萝卜和芥
菜等经济作物，有效实现“一块地上两茬收”的产量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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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边境 记者 侯春
强报道 记者 7 月 19 日从省
水利厅获悉，入汛以来，我省
气候特殊异常，截至目前，共
发生5轮全省范围的降雨过
程，全省平均降雨量340.8毫
米，比常年同期多 96%，是
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一
位。

其中，辽源 536.7 毫米、
四平 499.3 毫米、通化 414.1
毫米、白山 390.8 毫米、吉林
390.4毫米、长春350.1毫米、
长 白 山 324.8 毫 米 、松 原
248.9毫米、白城233.2毫米、
延边 209.7 毫米。排在前十
位的县市为四平市区587毫
米、辽源市区552毫米、伊通

513 毫米、九台 487 毫米、东
辽 480 毫米、东丰 479 毫米、
永吉 461 毫米、双阳 419 毫
米、柳河 418 毫米、辉南 415
毫米。

受持续降雨影响，我省
先后有175座水库超汛限水
位并开闸泄洪。东辽河、饮
马河、伊通河、新凯河、珲春
河、双阳河、沐石河、小南
河、哈泥河、孤山河、三统
河、团山子河和兴隆河共 13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其中，沐石河、双阳河、小南
河3条河流发生超保证水位
洪水。饮马河德惠市达家
沟镇段出现渗漏、管涌现
象，东辽河双山、杨船口灌

区渠首消力池边墙水毁。
其他江河堤防整体运行正
常。

截至 7 月 19 日 8 时，全
省仍有 43 座水库超汛限水
位运行，其中，老龙口、星星
哨、二龙山、石头口门、新立
城、太平池 6 座大型水库超
汛限水位 0.25－3.99 米，廿
家子、黑顶子沟等 16 座中型
水库超汛限水位 0.02－0.79
米，21 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
位0.02－0.6米，均在有序泄
流。饮马河靠山屯、德惠、
三家子段，珲春河新农段，
东辽河王奔段，双阳河新安
段 超 警 戒 水 位 0.25 － 1.31
米。

全省平均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多96%

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并开闸泄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