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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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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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事
本报 2022 年 9 月 8 日、10

日休刊，特敬告读者。

稻田碧浪翻滚，正值扬花
的稻穗随风摇曳，向人们报告
着丰收的信息；果林硕果满
枝，醉人的清香飘向旷野，令
人垂涎欲滴；放眼山川田畴，
勤劳的人们正在收获蓝莓、鲜
食玉米、中药材……初秋时
节，走进通化县，一幅幅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画
卷正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秉
持这一理念，通化县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加快人参、红松果
林、蓝莓、鲜食玉米、中药材、
绿优稻米等优势产业全产业
链发展。人参产业非林地参
留存面积调至 2.5 万亩，林下
参发展到 6.5 万亩，标准化生
产达到70%以上，力争实现产
值3.7亿元。以“禾韵”公司为
龙头的蓝莓产业快速崛起，加
快有机蓝莓种植标准化示范
区建设进程，全域种植面积发
展到 1.1 万亩，产值可望实现
突破性增长。持续推进鲜食

玉米产业农业现代产业园建
设，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力
争实现产值2.1亿元。抓住国
家出台相关政策契机，加快发
展长白山道地中药材，新增各
类林下中药材6000亩，总面积
达到 2.6 万亩，力争实现产值
4000 万元。利用成为红松特
色产业基地建设试点单位机
遇，依托森通公司做好采伐迹
地栽植红松大苗工程，营造面
积达6800余亩。

做强稻米产业，打响特色
品牌。以西江、金斗两个绿色
优质稻米产区为核心，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持续扩大绿优稻米生产规模，
种植面积发展到 5.5 万亩，绿
色有机稻米面积达 3.5 万亩，
力争实现产值8600 万元。抢
抓吉林省“秸秆变肉”暨千万
头肉牛工程发展机遇，加快推
进能繁母牛牧业小区建设和
试点村、大型畜牧企业扩容发
展。大泉源乡投资 310 万元

兴建养牛场，加快推进母牛繁
育、肉牛养殖产业壮大升级。
同时，充分发挥“肉牛保险+贴
息贷款”协同效应，鼓励农民
发展肉牛产业，先后为 38 户
农民发放黄牛全额贴息贷款
190万元，目前，全乡肉牛养殖
户发展到1100余户，肉牛存栏
7312头。

打造特色强镇，助力乡村
振兴。富江乡拥有丰富的林
地资源，中药材种植和加工历
史悠久，曾被誉为“吉林省北
细辛之乡”，目前全乡细辛种
植 户 1200 余 户 、种 植 面 积
6500 多亩，平地人参种植户
560 余户、种植面积 3300 多
亩，黄精、北苍术、贝母等中药
材种植面积发展到3000多亩，
现有各类药材深加工业户180
余户，中药材产业持续发展促
进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光
华镇建成9000 亩蓝莓种植基
地，已成为集蓝莓有机种植、
技术研发、精深加工、冷链物

流、线上线下销售、特色文化
旅游于一体的特色产业示范
区，蓝莓产业带动当地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47
家，解决农民就业4000多人，
年人均增收1.5万元。西江镇
在持续打造“梦里水乡·贡米
小镇”品牌的基础上，积极推
动农旅相互融合，不断丰富

“西江农品”种类，“西鲜咸菜”
“磨齿地瓜”“东江贝母”“民主
木耳”等农特产品已经成为游
客馈赠亲朋的首选佳品。

立足特色产业，发展龙头
企业。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进程中，通化县积极培育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
挥这些企业的辐射引领带动
作用，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目前，全县市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已发展到 42
户，其中国家级 2 户、省级 16
户、市级24户。据介绍，今年
全县农产品加工业可望实现
产值57亿元。

振兴产业 带富一方
——通化县大力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 王姝月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王会志 记者 徐文君报道
为充分发挥全省农技推广体系的技术
优势，强化设施蔬菜生产管理技术指导
和服务，按照全国农技中心要求，9月2
日，省农业农村厅在镇赉县召开全省设
施蔬菜“百人指导、千人培训”农技提升
行动启动会暨培训会议，标志着我省设
施蔬菜“百人指导、千人培训”农技提升
行动正式全面启动。

本次农技提升行动的主要任务是
开展百人指导、千人培训，全省每个市
（州）都将组织市、县、乡三级蔬菜技术
推广人员100人次以上，年度累计培训
设施蔬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
型经营主体的生产技术人员1000人次
以上，做到送服务进村、送技术到棚，提
高设施蔬菜关键技术覆盖率和到位
率。同时，联合农业院校、科研单位，农
业科技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集成
示范一批设施蔬菜生产关键技术模式，
整体带动设施蔬菜生产效率提升，从而
实现稳产保供、提质增收、降耗增效、防
灾减损的任务目标。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要指导好
集中育苗、灾害应对、中后期管理等关
键环节，通过现场授课、线上直播及制
作短视频等多种方式开展培训，落细落
实设施蔬菜生产关键技术示范，并做好
农情信息、建议报告和典型等材料的报
送工作。

培训班上，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学国和惠长敏分别围绕果菜
类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和西甜瓜
双减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了专题
培训。

省园艺特产站站长张万伍表示，设
施蔬菜生产是保障蔬菜均衡供给，尤其
是解决我省城乡冬季蔬菜供应问题的
重要支撑，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产
业。我省开展设施蔬菜“百人指导、千人培训”农技提
升行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向设施农业
要食物”重要指示精神和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快发
展设施农业”有关部署的重要举措，我们将聚焦关键时
节、关键主体、关键技术，着力加强指导服务，加大培训
力度，抓好集成示范，强化防灾减灾，推动先进技术应
用，为优质蔬菜稳定均衡供给提供支撑保障。

本次培训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在镇赉县主会场，来
自白城市各县、区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蔬菜企业、蔬
菜种植大户、产业协会（联盟）的技术人员近200人参加
线下培训，全省其他市（州）园艺特产业相关从业人员
线上收看培训直播，观看人数3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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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截至
目前，全省秋菜种植面积达到
283.3万亩，预估秋菜产量达到
950 万吨以上，同比分别增长
1.48%和3.29%。

7 月中下旬，正值露地秋
菜移栽种植关键时期，为保证
种植生产不误农时，省农业农
村厅组织全省基层农技人员
开展“百人指导、千人培训”活
动，124 名农业技术专家精准

对接 107 个蔬菜生产园区，深
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抢抓农
时，及时开展防渍排涝、育苗
移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统防
统治等工作，抢种补种耐涝抗
病蔬菜品种。目前，大白菜、
萝卜等大宗露地秋菜长势良
好，将于 10 月初集中采收上
市。

面对疫情常态化防控形
势，我省重点支持城市“菜篮
子”保障基地、中国北方优质
夏菜基地和长白山山野菜基
地建设，持续提升蔬菜、水果
等“菜篮子”重要农产品保障
供给能力。年初以来，省政府

启动实施“百万亩棚室建设工
程”，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各地发展棚膜经济，在榆树市
和梨树县新建北方蔬菜区域
产地市场，补助30亩以上设施
蔬菜规模园区建设，奖励棚室
建设大县。

为进一步提升蔬菜品质，
我省先后培育出“梨树九月青
豆角”“白城天翼辣椒”“金刚
山辣白菜”等多个蔬菜区域公
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公
主岭香葱”“梨树豆角”“扶余
西红柿”“农安三椒”等区域特
色蔬菜品类广受南方消费者
青睐，每年外销250余万吨。

种植面积达到283.3万亩，同比增长1.48%

全省秋菜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本报讯 孙琪 记者吴连
祥报道 黑土地资源是大自
然最宝贵的恩赐和资源禀
赋，堪称耕地中的“大熊
猫”。为了保护逐步退化的
黑土地，柳河县认真实施黑
土地保护利用项目，积极推
广秸秆深翻还田技术，全县
秸秆深翻还田技术实施面
积已达到20.51万亩。

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
项目，可显著提高农作物秸
秆有机肥资源利用率,增强
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基本解
决了黑土地“变薄”“变瘦”

“变硬”的退化问题,实现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和节肥增
效。因此，柳河县把开展黑
土地保护利用项目摆到突
出位置，充分利用会议、大
喇叭、宣传展板和新媒体，
开展“珍惜黑土地、保护黑
土地”宣传活动，增强全民
珍惜黑土地、保护黑土地的

意识，普及黑土地保护知
识，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
黑土地保护的氛围。

县校合作，优化技术。
与吉林大学团队合作，重点
攻关水田黑土地保护技术，
采取水稻秸秆半量配施有
机肥的技术模式，提高耕层
深度，实现增加土壤有机
质目标，解决了水田秸秆
腐化产生氯气影响稻苗的
难题，为灌溉能力有限地
区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模
式。

以点带面、试验示范。
探索实施在深松土壤的过
程中增加有机肥进行黑土
地保护的技术模式，不破坏
原有耕作垄，还能增加土壤
肥力。采取“以点带面、试
验示范”的形式，鼓励合作
社或者社会化服务组织开
展土地全程托管，深翻播种
一体化，直接用大型机械替

代小型机械。对于深翻地
块实行重镇压，为第二年小
型机械作业提供良好环
境。2018 年以来，累计投
入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资
金 5358 万元，实施玉米秸
秆全量深翻还田面积 7.07
万亩，水田半量秸秆深翻配
施有机肥面积 13.52 万亩。
项目区的耕地质量、耕层
平均厚度及黑土地有机质
含量逐年提高，土壤抗风
蚀水蚀能力、土壤肥力和
保墒抗旱能力得到有效提
升，农业生态和经济效益
明显提升。

通过实施黑土地保护
利用项目，加快了农业机械
化发展进程。全县农机合
作社迅速发展壮大，农机保
有量大幅攀升，目前，参加
项目的 6 个合作社机械总
数已由原来的42台增加到
120台。

呵护耕地中的“大熊猫”

柳河扎实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

为庆祝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

图们市文艺团体、各街

道积极组织大型广场

文艺节目。图为图们

江广场现场表演火爆

热烈。

记者 侯春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