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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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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圣

一农业“粮饲

结 合（冰 麦 +

燕麦）双季双

优种植模式”

在第一季冰麦

丰收后立即进

入第二季燕麦

草种植。图为

机械将冰麦秸

秆深翻后播种

燕麦的场景。

邱 会 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张燕莉 闫虹瑾 报道
今年，我省依托县级以上示范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和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计划新建或改扩建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580个，重点支持建设
通风贮藏设施、机械冷藏库、气调
冷藏库，以及预冷设施设备和其
他配套设施设备，进一步提升农
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能力、商品化
处理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助力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和农产品产销对接。

在补贴标准上，对于符合建
设要求的新建及改扩建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按照不超过建
设设施总造价的30%、单个主体补
贴规模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双
限”标准，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
对建设主体进行补贴。县域内统
一补贴标准，超支不补。

为鼓励各地开展农产品产地
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我省强化政
策扶持。严格落实设施农业用
地、用电等相关政策；鼓励利用村
集体闲置房屋、废弃厂房或经营
性建设用地等开展设施建设；鼓
励与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建设和运
营合作，合理确定合作方式和利
益分配机制，强调必须明确设施
产权归申报建设主体所有，确保
农民利益；鼓励各类银行创新产
品服务，配套利率、期限、额度等
政策，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农
业保险公司开发特色保险产品，
为冷藏保鲜农产品数量、质量安
全以及价格波动等提供风险保
障；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对符
合条件的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
予以支持。

依托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鼓励引导邮政
快递、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主体利用
既有流通网络优势，整合资源、创新模式，优化田头
集货、干支衔接运输和农村快递配送，促进合作联
营、成网配套，加快建设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服务
网络。鼓励引导产地批发市场、现代农业产业园、
加工物流园、电商孵化园等产地园区，重点改造公
共冷库设施条件，拓展冷链物流服务内容。鼓励冷
链物流运营主体利用设施平台和渠道优势，提升品
牌打造和孵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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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网
信办“感恩奋进谱新篇”主题
活动媒体团来到梅河口市世
基·啤酒精酿梦工场采访，观
览小镇胜景，品味匠心经典，
真切感受到了中外啤酒文化
的独特魅力。

媒体团由人民网、新华
网、吉林日报以及百度、抖音、
快手等中省直媒体记者编辑
20余人和20余名网络名人、知
名网络主播组成。走进新梅
河精酿梦工场，媒体人顿感耳
目一新，他们听解说、看视频、
寻传奇、觅酒香，游览啤酒博

物馆，感受新梅河精酿与这座
城市的活力和热情。大家还
参观了精酿啤酒生产车间，见
证世基集团的企业担当与责
任，畅饮新梅河精酿，品味划
过舌尖的精酿啤酒花的甘甜
与醇香。

2018年，世基集团以环卫
服务与梅河口市结缘。2019
年，着手打造以啤酒产业为核
心的生态文旅小镇，同时，特
邀中国终身酿酒大师战胜作
为总顾问，以匠心把控品质，
经过一年的筹备运作，2020年
5月20日，啤酒车间首次投料，
6 月 10 日第一桶精酿啤酒问

世，由此“新梅河精酿”横空出
世。

为了弘扬中外啤酒文化，
让来梅游客感受梅河新区的
无限魅力，世基集团在梅河
口市建成了国内首家精酿啤
酒专业博物馆。同时，继续
扩大产能，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精酿啤酒生产基地，将
成 为 国 内 最 大 的 精 酿 啤 酒
生 产 厂 家 。 在 让 广 大 市 民
及时喝到新鲜、高品质精酿
啤酒的同时，还将为当地带
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
税收。

在采访中，媒体团不仅深

切感受到了梅河口市秀丽风
光和独特的城市文化，也深深
体会到了各系列“新梅河精
酿”啤酒的独特魅力。这些媒
体人在品尝新鲜的精酿啤酒
后，赞叹不已。

据了解，世基集团投资
100 亿元打造世基·啤酒生态
城，建设项目涵盖啤酒智能生
产、工业旅游、主题乐园、山地
生态公园、浪漫花园、特色民
宿集群、海洋馆、生态低密住
宅于一体的特色生态文旅项
目，为梅河口经济发展注入
活力，打造梅河新区崭新文化
地标。

觅酒香 观胜景 看发展

梅河口啤酒小镇给媒体团留下难忘记忆

“种子大王”扎根公主岭，皓月
牛“四个蹄子”赶上“四个轮子”，九
台农产品精深加工和乡村旅游深度
融合……点滴见精神，今日预未来，
长春农业“新”起来，吉林粮仓稳起
来、强起来、香起来。

7月仲夏，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吉林两周年之际，黑土地、大粮仓劲
奏拔节之声，殷殷嘱托正在变为吉林
振兴发展的美好现实。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打造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

现代农业城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吉林视

察时，第一站就走进丰饶的黑土地，
调研一件头等大事——粮食生产。

作为我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
长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落实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长春以打造现代
农业城作为践行省委“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再次奏响
现代农业发展最强音。

新支撑、新动能、新气象，锚定目
标，汗水浸染。

时值 7 月，黑土之上绿意铺排，
青纱帐里，玉米拔节。

今年，长春市落实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 2457.39 万亩，超过任务指标
40.69万亩，比上年增加103.71万亩。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面

对一度严峻的疫情形势，一声号令，
一辆辆满载农资的运输车开进村口；
一队队返乡农民回归田园；一项项
省、市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接续出台，
一笔笔种粮补贴及时下发。乡、村两
级干部与农户结对包保，“一户一策”
帮扶政策温暖民心，合作社、农机大
户“代耕代种”与小农户实现互动。

备耕、春耕“不落一农户，不荒一
亩田”，长春市粮食总产量有望突破
250亿斤，增长1.2%左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在公主岭市，总投资4亿元的鸿

翔种业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建设紧
锣密鼓。4条果穗烘干线国际领先，
两座全数控种子加工厂，年加工种子
可达 5000 万公斤以上。全国最大、
最先进的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拔地而
起。

“我们与中科院合作研发的抗大
斑病cr基因，已成功导入早熟品种，

比常规玉米品种增产10%至20%，计
划明年在吉林省大面积推广。”鸿翔
种业法人代表贺伟说。

种业是粮食之基。长春市以公
主岭种子产业为基础，以吉林长春国
家农高区为核心，建设国内高水平的
百万亩玉米种子繁育基地，加快推进
中国农科院、先正达、隆平高科等一
批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落地，先后建
立种子研发中心、科研实验站等育种
基地，打造中国玉米种业硅谷，挺起
中国种业的脊梁。

高标准建设国家现代种业产业
园、特优玉米生产基地、智能农机装
备制造及技术推广基地，打造国家粮
食生产高效提质先导区……吉林长
春国家农高区任重道远。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黑土地，
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现代农业、
现代畜牧业3个主导产业，辐射对接
全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双

带”中的“中西部粮食安全产业带”，
长春现代农业城厚积薄发，吉林省乃
至中国农业的希望在这里日日生发。

向年产值500亿元冲刺
用“四个蹄子”赶超“四个轮子”

24年，再造一个皓月。
而这个皓月，今非昔比。
一幢幢标准化牛舍通透敞亮、一

字排开，喂料机、消毒机、按摩机一应
俱全，皓月集团沃金黑牛养殖示范基
地里，一头头肉牛毛色油亮、膘肥体
壮。

无菌车间整洁干净，一个个被吊
起的全牛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精准移
动，上脑、眼肉、西冷等 55 种牛肉产
品被完美分割。

生化制品展室，蛋白质粉、铭月
胶囊等各种精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
令人惊艳。

“用工业化思维谋划现代肉牛产
业大发展，通过精深加工将一头牛

‘吃干榨净’，实现了‘一头牛一台车、
四条腿学赶四个轮子’的产业发展目
标。”皓月集团董事长丛连彪说。

据了解，今年三季度皓月集团将
实现产值 30 亿元，并有望保持全年
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全年工业
产值 120 亿元，进出口贸易额 30 亿
元。

2022年，长春市加大推动“秸秆
变肉”工程力度，向“肉牛养殖规模达
到145万头，肉牛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500亿元”目标发起冲刺。

逐步打造种质资源“芯片”，做好
平原类群中国西门塔尔牛纯种选育
与推广应用。全市基础母牛扩群增
量达到 64 万头，规模以上牛场达到
1000家，千头牛场超过15家，全年出
栏有望达到65万头。

抓好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培育4
个特色小镇、20 个肉牛强镇、300 个
养殖大村、3000户养殖大户，长春畜
牧业再出大手笔。

以加工业作为全产业链的关键
环节，积极培育龙头骨干企业，认定
龙头企业 10 户以上，全产业链产值
超百亿元企业保持在1户以上，新增
产值超 10 亿元企业两户、超亿元企
业6户。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对接全国性和区域性电子商务
平台，强化市场营销。 （下转03版）

喜听黑土地上拔节声
——长春现代农业助力稳增长综述

□吉林日报记者 刘泉波 于水 孙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