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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丁晓云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
厅了解到，目前，全省备耕工
作进展顺利，主要农资货源充
足，入户下摆进度较快。根据
农情调度，截至3月7日，全省
种子到户到位率达77%，比去
年同期高 3.2 个百分点；化肥
到户到位率达61.9%，比去年
同期高 1.3 个百分点；农药到
户到位率达22.4%，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

年初以来，我省围绕全年
粮食生产目标，坚持高位推
动，早谋划、早准备、早部署，
全力推进备耕生产工作有序
展开，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
础。

强化组织领导。省委、省
政府将粮食生产摆在突出位
置，确定粮食生产目标和重点
工作。制定《全省 2024 年粮
食增产工作施工图》，明确粮
食生产工作具体任务和关键
节点，通过细化推进措施，促

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深度
融合。针对扩种大豆油料工
作，成立工作专班，统筹省级
9个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
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抓好任务分解。把落实
粮食、大豆和油料面积任务作
为全省重点工作，主动加压，
9277万亩粮食、573万亩大豆
和 356.08 万亩油料任务分解
下达各地政府。充分发挥考
核“指挥棒”作用，将面积落
实情况作为耕地保护和粮
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核重要内容，
压实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工
作责任。

加强政策引导。制定《吉
林省2024年扩种大豆油料工
作方案》，立足产加销全链条
推动，优化大豆、玉米差异化
补贴政策，引导各地拿出真金
白银、出台管用措施，合力推
动任务落实。在东北地区率
先发布扩种大豆政策，调动农

民扩种大豆积极性。
保障生产要素供应。省

农业农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
供销社等部门落实 140 万吨
化肥临时性商业储备。2 月
初，启动备耕生产“一周双
调度”机制，省农业农村厅
分管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公
主岭市、长岭县、通榆县等 7
个县市实地调研，指导面积
任务落实和农资下摆入户，
及时掌握省内种子、化肥、
农机等备耕物资供需情况
和入户进展。

提早谋划防灾减灾。年
初制定防灾减灾工作预案，抓
好技术和物资设备储备，做好
病虫害监测预警及预防。发
布《2024 年吉林省农作物主
要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指
导相关地区做好抗旱井及配
套设备检修维护，确保抗旱播
种能力稳定在2500万亩。启
动农田排涝沟渠整治工作，保
证夏汛前完成 3 万延长公里

整治任务。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图，
明确完成进度时间节点，将高
标准农田建设中培肥地力资
金占比由 5%提高到 20%以
上。启动“春季会战”，优先完
成田内作业建设，确保860万
亩高标准农田在春季发挥工
程建设效益。

做好全程指导服务。遴
选发布2024年全省农业主导
品种和主推技术，推介玉米主
导品种59个、水稻34个、大豆
33 个，重点主推粮食高产技
术7项、实用技术41项。发布
玉米、大豆、水稻、花生 2024
年备耕指导意见。组成 9 个
指导服务组，分别包保9个地
区，指导粮食生产工作落实。
依托冬春科技培训等项目，紧
盯扩种大豆、单产提升关键环
节，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
累计培训人员125.22万人次，
发放资料112.72万份。

我省备耕工作进展顺利
全省种子和化肥到户到位率分别达77%、61.9%

本报讯 王天娇 记者 徐文君 报
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备春
耕。近期，桦甸市忙于农资调配、物
资准备、农机检修、技术培训，绘出
一幅幅热火朝天的备耕图景。

年初以来，桦甸市把备耕纳入农
业农村重点工作，在备耕生产上立足
一个“早”字，做到备耕计划早安排、春
耕物资早储备。市农业农村局、供销
联社、农资经销企业提前行动，全力为
春耕生产备足备好农用资金、生产资
料。全市计划投入备耕资金 6.48 亿

元，目前已筹集6.14亿元。
据了解，桦甸市今年计划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194万亩。全市计划用种
3279 吨，目前已入库 3279 吨，到户
2532吨，入户率77.22%；计划用肥8.4
万吨，已入库8.4万吨，到户4.6万吨，
入户率 54.76%。全市从事农业生产
农机具保有量2.3万台（套），目前检修
率达50.34%。

为让农民用上“放心种”，市农业
部门加大农资市场和乡镇农资经营
店检查力度。截至目前，他们已派

出行政执法人员 390 人次，检查农
资生产经营主体 132 个次，为春耕
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在做好农资农具储备的同时，市
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依托市、乡两级农业科技推广部门，
他们通过微信群、QQ 群、“吉农码”
等信息平台，去冬今春已开展技术
培训咨询 3.17 万人次，印发各类技
术宣传资料 1.9 万余份，推送增产增
效适用技术 9 项，推介三大作物种
植品种 30 个。

桦甸投入备耕资金逾6亿元

气温逐渐回暖，勤劳
的梨树农民又开始忙了起
来。田野上、大棚里，处处
充满着春的气息，种植户
奏响备耕“进行曲”，一幅
人勤春早的画卷正在梨树
大地徐徐展开。

走进喇嘛甸镇王家园
子村种植户李伟家的大
棚，潮湿温暖的空气夹杂
着新鲜的泥土气息扑面而
来，一排排新栽种的瓜苗
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工
人正忙着为瓜苗进行除
草、洒水等各项管护工作，
忙得不亦乐乎。李伟时不
时地俯下身子，仔细察看
瓜苗的生长情况。

“棚里的这些瓜苗是
我们之前培育好的，现在
都已经栽植完毕，有一些

已经开花，预计端午节期
间可以采摘售卖,相信今
年一定能卖个好价钱。”李
伟说。

种下小小一棵苗，开
出产业“致富花”。近年
来，喇嘛甸镇结合当地区
域种植方式和土地结构模
式，大力发展棚膜经济，走
出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的新路子。

“为确保备耕顺利进
行，全镇提前谋划，统筹安
排部署，着力加强政策支
持、农资保障、农机具检修
等工作，尤其在棚膜种植
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技术
支撑和政策支持，为备耕
工作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
础。”喇嘛甸镇镇长褚国华
说。

不负农时好春光
□ 潘天月 李猛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李祚 记者 郭
小宇 报道 当大地还在等
待春风送暖，德惠市的大
棚里早已绿意盎然。

走进大房身镇礼德家
庭农场的温室大棚，株型
紧凑的白菜、绿油油的瓜
苗，生机勃勃。

看着绿油油的劈叶白
菜，张礼德难掩心中的喜
悦，自豪地介绍，温室大棚
内的劈叶白菜从 2023 年
11月末开始，共收获 7茬，
收入 30余万元，并带动当
地村民务工收入 20 余万
元。菜叶销往德惠市区，
长春、九台等地。

从 2009年起，根据当
地特色，大房身镇开始大

规模建设标准化棚膜大
棚，如今全镇共建有日光
大棚 380 多栋，占地近 75
公 顷 ，主 要 种 植 西 红 柿
和 黄 瓜 ，并 推 广 应 用 优
良 种 苗 和 生 物 有 机 肥
料 ，既 保 障 了 无 公 害 蔬
菜 的 品 质 ，又 实 现 提 质
增效。

现在，村里的蔬菜主
要销售省内，部分远销广
州、郑州、山东等地。经过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
条稳定的产业链，村民足
不出户便可将家中的蔬菜
销 售 出 去 ，人 均 年 增 收
5000多元，棚膜蔬菜产业
的发展让村民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

“蔬”写开年好“丰”景

近日，洮南市圣一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圣一农场万亩冰麦田开始备耕整地，预计3月25日开始播种冰

麦。图为农机整地场景。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闫洪洋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春早人勤备
耕忙。春节过后，安图县
各地早部署、早储备，持续
加强农资价格、供需情况
监测，全力保障各类农资
供应充足，确保全县农业
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松江镇小沙河村种粮

大户杜庆军一大早就与农
资店咨询价格，预定今年
的玉米种子和化肥各 50
袋。现在，大多数村民通
过手机、微信就可以了解、
订购农资，农资店的销售
人员也会送货上门，非常
便利。

当前正值备耕季节，

各农资店推出“线上下单、
线下配送”服务，部分商家
春节期间就备足农资、开
始营业，村民订购的种子、
农药和化肥也会准时送货
到家，全力打通为农服务

“最后一公里”，助力春耕
生产。

据了解，安图县农业

农村局专门成立领导小
组，对全县农资销售点进
行质量检测，未发现不合
格产品。截至目前，全县
已储备 农 药 70 吨 ，化 肥
底 肥 种 子 17150 吨 ，三
大 作 物 良 种 1633 吨 ，春
耕 农 资 准 备 充 足 ，可 以
满足全县农户的需求。

安图：农资储备“粮草”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