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于子茹 李萍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走进白山市浑江
区六道江镇，映入眼帘的是一
排排规范整齐的高标准保温大
棚，村民正在有条不紊地忙
碌。为保证 2024 年粮食生产
安全，白山市浑江区早谋划、早
发力、早安排，全力备战春耕生
产。

浑江区积极统筹做好化
肥、种子、农药等农资生产、调
动和储备工作，全力打好2024
年春耕生产“第一仗”，为农民
春耕生产保驾护航。全年计划
投入备耕资金3800万元，全区
预计粮食播种面积 12.3 万亩，
大豆预计播种面积4万亩。目
前备耕资金已全部到位，已储
备化肥5500余吨，有机肥1100
余吨、农药70余吨，种子200余
吨、农膜 80 余吨，农资储备充
足，春耕前全部到户。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各项惠

农利农政策的落实，提高农民
的参与度，浑江区依托农业技
术推广站、农民科技教育中心、
农机技术推广站，微信、新闻广
播、农村大集等，全面宣传贯彻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机购置
补贴、生产者补贴、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等政策，让农民第一
时间了解国家政策，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落实到位，政策落实
到位。

为了让农民在春耕期间及
时充电蓄能，浑江区通过一系
列措施，为后续农业安全生产、
农作物丰产丰收保驾护航。依
托农广校、农技推广机构、农民
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围绕食
用菌生产、中药材种植、蔬菜生
产、蓝莓种植、青食玉米种植以
及病虫害防治,采取现场讲座、
技术咨询、播放专题等形式，开
展增产增效技术培训活动，培
养了一批有文化、懂经营、会管

理、有技能的新型农民。预计
全区举办培训班 130 期，培训
农民2万人,发放科技资料2万
份。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业务骨
干、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成立备
耕指导服务小组，对春耕生产
技术指导和服务，提高农户科
学种田的能力。农机管理站和
农机监理站技术人员深入农机
合作社、种植大户，对各类农机
操作规程进行讲解，并指导做
好农机具保养、维护服务、安装
调试等工作。

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组织人员和机械，全力以赴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施
工，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备耕做足准备。2024年
新建高标准农田1.7万亩，投资
3937 万元。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将有效提高粮食产量，促进
农民增效增收。建设高标准农

田是全面落实藏粮于地战略的
重要抓手。严格落实耕地保护
制度，不断推动农田建设迈上
新台阶。

在备耕期间对全区 38 家
农资商店的种子、化肥、农药进
行抽检，对全区销售的农机具
进行质量抽查、安全检查，严厉
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农资、农机
产品、无证照经营等违法违规
行为，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
及农机产品进入市场。

据了解，浑江区以粮油为
主的农作物播种面积12.3万亩
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 4 万
亩以上,油料作物种植面积0.6
万亩以上。今 年 ，浑 江 区 将
继续攻坚突破乡村产业，把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任 务 指 标 落
实 到 具 体 镇 ( 街)，深 挖 各 行
业发展潜力，加快保障粮食
安全项目建设，稳步提升粮
食产量。

浑江区：农资储备足 全力备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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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洮南市安定镇四海湖国家湿地公园迁徙灰鹤、

白鹤、大雁已到达，它们在四海湖国家湿地公园嬉戏觅食，

储备能量后继续迁徙。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赵艺伦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连日来，柳河县多部
门联动，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
查行动，为农民备耕保驾护
航。

种子、化肥、塑料薄膜等
农资商品质量优劣直接关系
到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更关
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因此，
柳河县把农资市场监管工作
摆到重要工作日程，在健全完
善监管管理机制的同时，开展
此次农资商品专项抽检行动。

进入 3 月以来，县农业综
合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
检查组，对农资门店、经营摊
点实施“拉网式”检查。执法
人员针对化肥中氮、磷、钾、有

机质等有效成分含量和有效
活菌数达标情况进行抽检。
同时，针对化肥储存条件、进
货渠道、备案情况、进销货台
账、生产日期等进行检查，确
保农户用上安全放心化肥。
还对农作物种子、塑料薄膜以
及农药等商品进货、销售情况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截至目前，已对15乡
镇、3 个街道、55 户经营企业、
网点进行抽检26批次，送检18
批次。

在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向
农资经营者宣讲法律法规知
识，督促他们严格落实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自觉规范自身行
为，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柳河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查

春风恰恰好，服务暖暖来。
眼下，镇赉县各地备耕送科技

送服务进村屯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深受农户欢迎和好评。

“聂君老师讲的课，真接地气
呀！让我们学到了不少玉米水肥一
体化和辣椒高产新技术。举的实际
例子也幽默，讲的内容不枯燥，大伙
都乐意听。”3 月 14 日，镇赉县建平
乡康平村希有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内，玻璃门上大红福字还留存着春
节的味道。县供销合作社组织的一
场培训，农户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爆
发出阵阵掌声。

培训班上，来自白城市供销干
部学校的老师和推广研究员，以及
市农业农村局园艺特产科长，分别

就玉米高产技术和庭院经济辣椒的
种植技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大家结合实际案例，用幽默风趣的
语言，将复杂的玉米水肥一体化
和辣椒高产新技术讲解得通俗易
懂。

合作社理事长王希有坐在培训
班前排，听得入神、记得详细。他表
示，通过这次培训，对有机玉米高产
技术有了更深了解，对合作社增产
增收充满信心。培训班的氛围热烈
而融洽，农户与专家积极互动，提出
自己的疑问和困惑，得到了专家的
耐心解答。

镇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
任孙世民也到现场聆听了专家的讲
解。他介绍，此次培训班旨在引导

农民利用良种、良法技术，获得更科
学的种植方法和管理经验，有效提
高玉米和辣椒的产量和品质。希望
通过这样的培训活动，能够激发农
民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

据了解，王希有多年前通过职
业农民培训，萌生了种植有机黏玉
米的想法。2015 年合作社顺势而
生，2018年注册“鹤香粘”商标，有机
玉米产业步入品牌化、正规化、规模
化发展轨道。2019年，“鹤香粘”鲜
食玉米正式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
证，社员的收入逐渐增多。随着“鹤
香粘”品牌发展壮大，有机玉米产业
对周边的带动效应逐渐凸显。截至
目前，合作社有社员 21 人，带动周
边脱贫户30余户。

合作社里的掌声
□ 潘晟昱 田宏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本报讯记者 侯春强 报道 根据
《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规定，我省于
3月15日正式进入春季森林草原防火
期。

据了解，当前我省春防形势复杂
严峻，气候条件较差，森林草原火险
等级不断上升，林情社情复杂，野外
用火点多面广，管控难度大。为有效
预防和遏制重大森林草原火灾，省森
防指提前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全力
做好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确保
森林草原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截至目前，全省583座瞭望塔监
控设备已投入紧张运行，进行24小时
不间断防火瞭望。全省1194台森林
草原防灭火专用车辆以及6万余台扑
火装备、物资等全部检修保养、配置
完毕。2.2万名林草“三员”（巡护、瞭
望、检查）全部上岗到位。全省447支
专业、半专业队伍集结完毕。森林消
防队伍85%兵力充实到一线，防止小
火酿成大灾。各地防火旗、防火命令
均已悬挂张贴到位。省航空护林中
心驻场3架直升机均处于适航状态，
24小时保持备勤待命。省森防办、省
应急管理厅就责任落实、预防措施、
应急准备等工作对各地提出具体要
求，确保春防工作取得实效。

省森防办、省应急管理厅就森林
草原防灭火发布提示：不要携带火种
进山，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
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
竹，不要烧荒、烧秸秆，不要让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
火，发现森林火情及时拨打森林防火报警电话
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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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雅静 报道省农
村产权交易市场经过3年的运
营，构建起全省一体化市场组
织体系，打造省、市、县、乡、村
互联互通的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较好地服务于我省农业农
村改革大局。

完成了全省交易系统搭
建。由省农村产权市场公司统
一设计建设交易系统提供给全
省各级使用，各地不再重复投
入建设和运维。为全省各市、
县、乡镇建设交易子网站1122
个，整个系统运行稳定顺畅。

创新标准化服务模式。制
定三大类 22 项产权交易管理
办法和操作细则；设计 14 套
300 个交易标准化文本；制定
标准交易流程，全流程电子存
档。

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省
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文件，赋予了市场
重要职能。为确保这些政策贯
彻落地，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培
训 245 场次，覆盖全部县乡及
8000 余个村，培训人员 1.2 万
余人次。目前全省县、乡、村各
级近万人共同维护使用市场，
活跃用户近10万。

截至目前，已经有六大类
33种产品上线交易；县区交易
业务覆盖面100%，乡镇覆盖面
85%，村级覆盖面51%以上；累
计成交项目8.4万宗，交易额达
30.2 亿元，为村集体和农户增
收节支2.38亿元，村均增收节
支4.32万元，有效增加集体收
入，促进农民增收。

据悉，我省农村产权市场
建设得到了农业农村部的充分
肯定，批复同意吉林省为“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整省试
点”。

村均增收节支4.32万元

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助力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