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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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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景洋 报道 风
吹麦浪，满目金黄。7 月 17
日，专家来到洮南市圣一农
场种植基地，对“双季双优”
种植模式第一季即将收获
的小冰麦进行测产。专家
组经过实测，该试验地高密
度种植区测产产量 5104 公
斤/公顷（17%含水量），正常
条件栽培区大面积实收公
顷产量 3561 公斤（17%含水
量），双双达到了理想预期。

据了解，“双季双优”是
中国科学院与吉林省联合
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在洮南示范基地主要推广
的核心技术之一，由中科院
东北地理所组织实施，瞄准
吉林西部半干旱风沙盐碱
土区，利用小冰麦抗寒、耐
盐碱等特性，第一季种植小
冰麦，收获后第二季种植优
质饲草燕麦草，从而实现一
年两季，粮饲双收。目前，

“双季双优”种植模式已在
洮南推广种植 1 万多亩，实
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三赢”。

今年第一季小冰麦收
获在即，尚未播种的燕麦草
已经实现订单式预购，保守
估 计 燕 麦 草 产 量 可 达
7000－8000 公斤/公顷，两
季相加收益可达 1.7－2 万
元/公顷，比传统种植杂粮
杂豆增收 1.3－1.5 万元/公
顷，经济效益较好。

据中科院东北地理所
周道玮研究员介绍，第一季
小冰麦于 3 月末、4 月初种
植于下层结冰的地里。由
于种植时间早，播种后喷淋
浇灌，小麦快速长出遮盖地
面，避免了吉林西部长期以
来的地表风蚀。竞争和生
态位理论决定，小冰麦地全
生长期不生、少生杂草，所
以不需要喷洒除草剂，保护

了生态，保证了无农药小麦
生产，保证了后续所加工面
粉无农药残留。小冰麦收
获后，充分利用7－9月的水
热资源，种植牛羊喜欢的

“香饽饽”——燕麦草。燕
麦草收获时，部分成熟的籽
粒落地发芽生长，形成覆盖
作物效应，整个冬季遮盖着
地面，进一步降低地表风
蚀，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作
用。

获得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同时，“双季双优”促
进了区域农业发展，优化了
种植结构，推动了乡村振
兴，实现了很好的社会效
益。

在我省西部推广“双季
双优”，对保证粮食安全、推
动我省养殖业发展，助力

“千亿斤粮食”工程和千万
头肉牛建设工程有着重要
意义。

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半干旱风沙盐碱土区“双季双

优”种植模式助力“双千工程”

一年两季 粮饲双收

本报讯 宋岩 报道 为振兴我省奶牛产业经
济，促进奶牛和肉牛产业协同发展，近日，我省
出台《吉林省支持奶牛产业发展的若干举措》，
推动全省奶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今年6月末，全省奶牛存栏12.6万头，
牛奶产量 15.8 万吨。全省千头以上奶牛养殖
场5个，存栏3.7万头，同比增长14.15%。“十四
五”期间，结合全省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情况，
构建“一横三纵”经济带和“一廊两区”产业布
局。力争到“十四五”末，全省奶牛产业布局更
加优化，结构更加合理。奶牛存栏量达到20万
只，奶产量达到65万吨以上。

《举措》聚焦发挥我省资源优势、补足产业
短板的需求，包括加强奶牛良种繁育、生鲜乳
产销等十项内容，政策亮点集中体现在五个方
面重点措施——

支持奶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明确支持
引进荷斯坦牛、娟姗牛，以及乳肉兼用型品种
牛。对种公牛站从国外新引进符合农业农村
部标准的种公牛，每头一次性奖补1万元。对
奶牛养殖企业从国外新引进符合农业农村部
标准的基础母牛规模超过50头的，每头一次性
奖补3000元，单个企业补助不超过500万元。

支持优质奶源基地建设。推进标准化规
模养殖。对年度新增奶牛存栏排名前三位的
县（市、区），每年在中央和省级可用于支持畜
牧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时给予奖励。支
持优质饲草料基地建设。实施振兴奶业苜蓿
发展行动，落实国家粮改饲项目。加强奶牛健
康管理及服务，健全病死牛无害化处理体系和
补助机制。

构建生鲜乳产销合作机制。建立生鲜乳
价格协调委员会，形成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
及时发布生鲜乳交易参考价，保障生鲜乳购销
双方利益。支持乳企提高自有奶源比例，通过
与奶农相互持股、二次分红和溢价收购、利润
保障等方式，形成利益联结机制，稳固奶源基
础。

支持乳品加工能力提升。明确支持乳品
加工企业扩能升级、优化产品结构、新建奶酪、
婴幼儿配方乳粉等乳品加工生产线。对3年内
完成固定资产投入超过1亿元且银行固定资产
贷款余额超过1亿元的企业，按照1亿元贷款额度、同期LPR（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30%，给予12个月一次性贴息补助。

强化政策保障。明确支持市县利用政府专项债券、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等政策措施，支持完善奶牛产业链条，建
设奶牛产业园区，发展奶牛产业强镇。支持保险机构根据养殖主
体需求，将奶牛养殖成本保额最高上浮至每头15000元，保险费
率最低下浮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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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县依托

独特的地理位置、

气候特点和生态

环境，因势利导发

展食用菌产业，延

长食用菌产业链，

推动杏鲍菇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图

为安图县益隆长

白山实业有限公

司员工在选菇。

闫洪洋 记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报
道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这四个词就是乾安县大遐
畜牧场一年四季的真实写
照。眼下，在畜牧场的“水
肥一体化”基地里玉米长势
正旺。

乾安县大遐农业公司总
经理刘启雷介绍：“与过去常
规种植亩产 1200 斤的玉米
相比，水肥一体化基地玉米
亩产达到 1600 斤，亩增产
400 斤，比规模化经营前增
产 30%以上，玉米商品粮等
级达国家标准二等以上。”乾
安 县 大 遐 畜 牧 场 始 建 于
1953年，全场现有耕地24万
亩，其中，旱田19.05万亩，水
田 4.95 万亩，是乾安县玉米
主要产区之一。大遐畜牧场
于 2017 年成立乾安县大遐
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公

司是由国有农场转制而来，
采取职工土地流转、集约规
模化生产经营的运作机制，
实施从整地、播种到收获全
程机械化作业。公司依托省
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指导，
开展规模化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建设。省农业科
学院专家根据大遐公司的资
源禀赋和组织管理形式，提
出以“黑土地秸秆深翻全量
还田地力提升技术”和“玉米
水肥一体化技术”为核心，全
面推行“半干旱区增碳改土
水肥一体化”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模式，全产业链采用精
密播种、水肥一体化，测土配
方施肥、秸秆翻埋还田、浅埋
滴灌、行走机械北斗导航等
现代农业技术，实现了精确
定量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通
过几年的努力，乾安县大遐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由最初的1.5万亩，迅猛发展
到 7 万亩，示范区建设效果
显著。通过粮食银行统一销
售玉米，按照合同保底价每
公顷土地6000元的基础上，
职工每公顷土地再获红利
1060 元，平均每户获红利
4000-5000元。

作为产粮大县，稳定粮
食生产是乾安县主要任务。
2022年，在保证主要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的前提下，优先
引导农民科学调整种植结
构，优化种植业产业布局。
2022年，全县农作物种植面
积275.06万亩。为提高粮食
产量和品质，乾安县积极建
设高品质农田，2021年全县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任务
14万亩，总投资17070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壤改

良、灌溉与 排 水 、田 间 道
路 、农 田 输 配 电 工 程 。
2022 年 将 继 续 投 资 22692
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项
目 15 万亩。

与此同时，乾安县加大
了农业技术推广力度，测土
配 方 施 肥 采 集 测 试 土 样
3970个，可指导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79.4万亩。落实田间
肥效试验17个，开展配方肥
示范19户，建设减量增效示
范区 5000 亩。基层农技推
广体系项目聘请指导员 85
人，推选科技示范主体 54
户。建设县级科技示范基地
2 个，乡级示范基地 13 个。
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示范
项目在赞字乡 16 个村顺利
完成，更换高效精量喷头
6250个，可有效推进全县农
药减量控害工作。

乾安多举措保粮食稳产丰收

本报讯 刘丽敏 记者 郭
小宇报道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
关键支撑和源头活水。党的
十八大以来，德惠市抓住农
村人才培育这个关键环节，
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
度，持续激活乡村产业人才
的“一池春水”。十年间，德
惠市累计培训农技人员2000
余人次，指导培训科技示范
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等共计
9000余户，累计培训农民2.5
万人次。

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在农
业发展、改革、创新以及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发挥着关键
性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的助推器和加速器。德

惠市率先构建了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体系，制定新型农民
培训办法，2012-2019 年，德
惠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在
职人员年均200多人，各个农
业站承担相应的农业技术推
广任务的同时，还承担着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项目，年平均建立两个以上
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这
些农技专业人才为农民发展
产业提供专业性的技术指
导，让农民的腰包不断鼓起
来。

为了充分发挥本地农业
乡土人才作用，补充基层农
技推广队伍力量的不足，德
惠市聘用农业种养能力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骨
干为特聘农技员，辐射带动
周边农民的同时，分享实用
技术，帮扶农民一起致富。
截至目前，德惠市累计特聘
农技员42人次。

为提高农技员的服务指
导能力和农民的增产增收能
力，德惠市采用灵活多样的
培训方式，不断加大培训力
度，每年都要进行脱产培训、
集中培训，通过召开现场会、
冬春科技培训、高素质农民
培训等项目，利用田间学校、
线上直播培训等多种方式，
努力提升培训效果，让农技
人员与农民学有所获、学有
所得。

德惠加大乡村产业人才培育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