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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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随时可见的蓝天白云，已成为
长春市民的“新常态”。9月6日
当天 ，长春市空气质量指数
（AQI）为 33，空气质量等级为
优；PM2.5 日均浓度为 8 微克/
立方米，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一
级标准。全省 9 个市州空气质
量等级均为优，PM2.5日均浓度
为8微克/立方米。

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1-8
月份，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
92.1%，优良天数为220天，同比
提升 0.6 个百分点；PM2.5 浓度
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3微
克，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特别是7月和8月，优
良天数比例达到 100%，PM2.5
浓度11微克每立方米。

夏季以来，省生态环境厅
突出抓好 PM2.5 和 O3 协同控
制、氮氧化合物（NOX）和挥发
性有机物（VOCS）协同减排，切
实减轻夏季臭氧污染，促进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取得积极成
效。

全面开展夏季臭氧管控工
作。组织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
开展全面自查，制定有针对性
的整改计划，分类施策，逐步推
进综合整治。完成全省石化行
业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
复摸底排查工作。

强化钢铁行业现场督导。对吉林建龙、磐
石建龙、四平金钢、鑫达钢铁和通化钢铁等5家
钢铁企业进行现场督导帮扶，推进污染治理设
施超低排放改造。

加强移动源污染治理。截至 8 月底，累计
检测不合格车辆7.9万台。持续开展非道路移
动机械摸底调查以及编码登记工作，全省累计
登记编码2.4万台。

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深化秸秆全域禁
烧管控，突出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优
良的空气质量保障，持续提升群众的蓝天幸福
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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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立敏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又是一年丰收季，德惠田野
到处硕果累累，稻谷飘香。作为水
稻主产区的岔路口镇和朝阳乡率
先开启了丰收季，“中秋米”“有机
米”领“鲜”上市，深受市民欢迎。

在岔路口镇江畔农牧专业合
作社的稻米加工车间，米香四溢的
车间内，工人熟练操作，稻米脱粒、
烘干、压缩、包装等环节紧锣密鼓，
一袋袋、一盒盒新米陆续走下流水
线，奔赴全国各地。

“鲜”是新米最大的卖点，背后
却是加工模式和销售理念的创
新。合作社严格把握每一个环节，
最大程度保证大米的活性、营养以
及口感。江畔农牧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尹维新介绍：“为了保证米的
品质，从春天育苗，到插秧，在时间
上都稍微提前了一些，这样秋收的
时候米的成熟度够，收割回来的米
采取 40 度低温慢烘，烘干两天一
宿，这样可以保证米的口感，让客
户感受到大米的新鲜度。”

一稻一粒看似微小，却关系着
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为了从源
头上保证稻米的品质，合作社把绿
色、优质、安全的发展理念深植农

田，通过稻蟹综合种养模式，摆脱
“化肥依赖”、改良土壤、提高耕地
质量，并做好品种的选择，而“中秋
稻”的种植品种多为在市场上备受
欢迎的长粒香系列和德惠小町系
列。

岔路口镇位于北纬 44℃黄金
水稻生产带上，松花江贯穿全境，
土质肥沃，水源丰富，对于种植水
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远近
闻名的水稻大镇和鱼米之乡，也
是德惠市创建10万亩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之
一。

岔路口镇依托“中国优质小町
米之乡”的美誉，集中力量打造“德
惠小町”这张白金名片。从测土配
方科学播种，到农药减量行动，再
到水稻种植全程无人操作，全镇的
水稻种植始终将农产品质量安全
放在生产标准的第一位。在域内
稻米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家庭农
场、种粮大户的带动下，全镇水稻
实现统一育种、统一耕种、统一施
肥、统一技术、统一收购的全产业
链监管，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
业链条延伸，为农民增收提供了保
障。

稻田千层浪 飘来新米香

德惠新米领“鲜”上市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走进乾安县惠金丽字光伏电站
25MW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现场，只见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
下，是被连接起来的一个个泡
沼，泡沼里游动着一条条鱼儿。
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这种

“水下养鱼、水上发电”的生产方
式，是河南通威集团根据自身优
势在全国各地大力推 广 的 项
目。丽字光伏电站项目共分
二 期 ，分 别 于 2017 年 6 月 和
2020 年 12 月并网发电 ，至今
一、二期总上网电量为 24388

万 千 瓦 时 ，总 利 用 小 时 数 为
9755小时。

乾安县幅员面积3616平方
公里，境内风、光、生物质资源丰
富。年有效风能储量600-1000
千瓦时/平方米，风能资源等级
为三级标准，全国居中上等；年
平均日照时数2788.7小时，太阳
能资源属于二类到三类过渡地
区，光照条件好，阳光透过率高；
全县耕地总面积 268.5 万亩，年
产秸秆120万吨，生物质可利用
潜力大。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
乾安县是少数清洁能源种类较

为齐全的地区之一，具有
“风光互济、多能互补”的
优势，发展新能源产业的
条件得天独厚。

依托这些资源优势，乾
安县紧紧围绕省委、省政
府打造“陆上风光三峡”工

程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松原市
委、市政府“12345”新能源产业
发展布局，把清洁能源产业作为
全县主导产业之一强力推进。
他们聘请专家团队，全面启动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光伏产业发展规划》《风电产业
发展规划》。共规划风力、光伏
和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2000
万千瓦的长期发展目标，全力打
造清洁能源经济示范区。成立
了由党政主要领导任“双组长”，
相关县级领导任副组长，县直各
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乾安县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举
全县之力高位推动清洁能源产
业发展。坚持全县上下“一盘
棋”，组建项目总协调、前期手续
办理、电力改造和输出、能源消
纳、绿电示范区建设、法制与治
安、营商环境保障和专家咨询8

个工作专班，专人专责、领办代
办、全程跟踪、高效服务，确保落
地项目保障无死角、服务全闭
环。

目前，全县已并网装机 87
万千瓦，在建及拟建项目 55 万
千瓦。同步开展国家级百万千
瓦清洁能源示范县申报工作。
2023 年年末可实现并网装机
316.41万千瓦。到“十四五”末，
新增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
400 万千瓦以上，新能源发电
量将达到 120 亿千瓦时，年可
实现产值 45 亿元，可降低能耗
360 万吨标煤。同时，乾安县
按照“强链补链、共赢共建”的
原则，全力推进新能源产业向
下游产业延伸，向关联产业链
裂 变 ，积 极 打 造 闭 环 产 业 链
条，推动新能源产业化、集群
化发展。

乾安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

珲春市板石镇新农

村采用“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实现

土地集中经营，农户抱

团发展，开展大棚种植、

藏香猪养殖、光伏发电

等项目，促进村集体经

济 和 村 民 收 入“ 双 增

收”。图为农户正在采

摘鲜桃。 李广友/摄

“今年细辛的市场价格非常
好，富江乡80%的细辛都是由我们
公司收购，再加工销售至全国各地
的，预计今年销售额可达 4000 万
元。”中秋时节，正值细辛采收季，
望着堆积如山的细辛，通化县三兄
弟中药材有限公司负责人庞代有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14年，庞代有发起成立了通
化县复兴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随着产业越干越红火，2016
年，通化县三兄弟中药材有限公司
应运而生。截至目前，公司有中药
材种植基地700亩，其中细辛基地
600亩，先后带动20余户农民发展
中药材，取得了可观的收益。2022
年，成功入选吉林省优质道地药材
（细辛）科技示范基地。由于他在

创业带富上业绩突出，被评为通化
县农村致富带头人。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通化县
通过健全工作机制、优化创业环
境、提供优质服务等务实举措，吸
引大批域外人员返乡创业。截至
目前，全县返乡创业人员创办各类
经济实体1700多家，带动就业创业
3万余人。

大泉源乡二道沟村兵哥大榛
子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黄桂平就
是一名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拥
有崭新理念、产销模式的“新农
人”，2021年被评为“通化市优秀返
乡创业人才”。

“我心里一直就有个想法，要
为家乡做一些贡献。”退伍回到大
泉源乡后，黄桂平通过反复考察走

访，将目标和理想锁定在二道沟
村。二道沟村位于大泉源乡南部，
地处大泉源河与浑江交汇处，这里
气候宜人、无霜期长、降水充沛、森
林茂密，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的
最佳地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013年春天，黄桂平邀请几名
志同道合的退役军人创办了通化
县兵哥大榛子种植专业合作社，先
后搞起了大榛子、苹果、鸡心果采
摘项目，并发展野山蜂蜜、木耳、山
野菜产业。如今，采摘园每年旅游
旺季可接待5100余人次，合作社每
年创收近百万元。

望着一排排硕果累累的鸡心
果树，黄桂平信心备增：“我们要加
大投入，购买新设备，发展果脯业
务，让社员增加更多的收入。”

振兴路上的“新农人”
□ 王姝月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