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农业强县”的春
天。

田间地头，农技专家把脉
问诊；合作社内，农民备种补
肥、疏沟理渠；纵横阡陌间，春
修水利建设如火如荼……

走进春日的梨树县，休耕
一个冬天的黑土地迸发出生机
活力。全县抢农时、抓田管，保
面积、保产量，全力以赴抓好粮
食生产，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
农业强县建设，千里沃野处处
可见“动起来”“干起来”“忙起
来”的备耕图景。

2023 年，梨树县粮食总产
突破 210 万吨，粮食平均每亩

单产 570 公斤。2024 年，为落
实粮食安全责任，该县实行严
格耕地保护制度，不断巩固和
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稳定粮食
产能，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
今 年 春 播 农 作 物 种 植 计 划
393.9 万亩，其中，玉米 339 万
亩、大豆17万亩、水稻10.04万
亩、薯类2.8万亩、其他农作物
25.06万亩。

走进梨树县凤凰山农民农
机专业合作社，一辆辆满载肥
料的货车陆续抵达，装卸工人
有序搬运、摆放、入库，为即将
到来的春耕生产做准备。

“今年的备耕与往年不一
样，以前我们备耕，就是看哪个
种子好、哪个化肥好就直接购
进，但是今年我们着重科技元
素。首先研究地块、土壤，根据
土壤，我们与化肥厂家密切联
系，选取适宜的化肥；种子方面
也是根据地块不同有选择性地
购买。”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说，现在要想种好地，必须依靠
科技的力量，科学种田，科学施
肥，科学播种。

近年来，合作社通过实施
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黑土
地地力得到显著改善，土壤有
机质含量比普通地块明显提
高，肥沃的黑土地为增产增收
奠定了坚实基础。

“合作社将在 4 月 15
日左右准备开犁播种。”韩
凤香说，今年春播形势好，

因雨雪来得早、下得勤，土壤保
墒条件绝对好，只要大地开化，
地气上来，土壤温度够了，我们
就播种施肥，相信今年能有个
好收成。

根据农业生产实际，梨树
县对农资市场监管实行“双随
机、一公开”制度，强化重点时
节、重点区域、重点市场、重点
品种的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力
度。同时，加大禁用农业投入
品清缴力度，实行高毒农药定
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从源
头上防止非法农药产品进入流
通领域。

在梨树县聚丰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邵亮
亮说，今年订购玉米品种还是

“富民 985”，继续采用梨树模
式的种植技术。因为植入了科
学种植方式，今年我们的玉米
产量预计比去年亩产的 1700
斤要高，力争达到 1800 斤以
上。

抢抓农时备春耕。如今梨
树县已完成地块分解，种子、化
肥、农药、农膜入户率分别达到
98%、97%、33%、100%。农业生
产资金全部筹措完毕，农机已
基本完成检修，农资入库、农技
入户、农机入田……“农业强
县”之歌在梨树广袤的黑土地
上日渐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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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春光不负春光 万象万象““耕耕””新新

敦化市加快推进食用菌产业发展，不断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打造“产、供、加、销”全产业链，加快推进以黑木
耳为代表的食用菌产业发展。今年，全市食用菌规模预计发展到5.21亿袋，同比增长15.7%。图为黄泥河镇百顺
菌包厂加快生产菌段。 李广友/摄

入春以来，东丰县涉农部门和各乡
镇陆续举办“提升技能助春耕”大培训
活动，突出稳定粮食生产，确保“菜篮
子”有效供给，广泛传播农业生产新技
术，为夺取今年农业丰收注入科技动
能。

3月27日至29日，东丰县科协和农
业部门围绕“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
增收、实现强村富民”目标，结合全县种
植业发展实际举办培训班，聘请资深农
技专家和新农人讲授2024年主推新技
术、科学育苗、化肥减量增效、科学防治
病虫草害等新技术、新知识，并为参加
培训班的农民发放新技术和科普资料
300份。通过多媒体教学、专家和致富
能人的讲解，拓宽了参训农民的眼界，
提高了他们应用新技术的水平。二龙
山乡农民李国安说：“这次听课，我掌握
了很多新知识，增产增收的劲头更足
了。”

南屯基镇依托镇实用人才培训学
校、生态农业科普协会，开展“冬春科技
大培训”活动。镇里邀请上级农技专
家，先后举办两场实用技术讲座，邀请

乡 村“ 致 富 能 手 ”
“土专家”进课堂，
让行家里手现身说

法，传授致富经验，增强了培训的吸引
力。同时，根据党员、致富能手、种植养
殖户等不同群体需求，适时安排有针对
性的教学内容，开展送学上门活动，把
课堂搬到农家炕头上，取得显著的培训
实效。

小四平镇着眼培养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举办科技
大讲堂，全镇16个村致富带头人、种植
大户40余人参加培训。课堂上，种植专
家结合镇域农产品特点，讲授品种筛选
应用、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知识。
专家还与参训人员就栽培技术、合作社
经营模式、产业发展等进行深入探讨，
大家深受启发。梨树村果农孙海有说：

“培训太及时了，专家给我们讲了很多
育苗技巧和病虫害防治办法，解决了我
们在种植方面的难题。我要把学到的
新理念、新方法分享给大家，共同提高
水果品质产量。”

作为“大培训”的受益者，南屯基镇
北福兴村水稻种植大户张荣欣说：“通
过聆听专家授课、行家指导，我掌握了
先进育苗技术，不仅节约了农时，用工
成本也大大下降，而且培育出的秧苗也
非常均匀、规范，后期管护成本低，生产
效率将大大提高。”

为丰收注入科技动能
——东丰县开展“提升技能助春耕”小记

□朱泽龙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任胜章 报道 春耕在即，
为做好备耕墒情服务保障工作，3月
初开始，吉林省墒情监测中心协同
全省各地水文分局墒情技术人员开
展自动墒情站检查维护及管理工作。

此项工作，主要对墒情站地面
进行清理，清除杂草秸秆，使围栏内
的土壤形态和大田保持一致；对部

分设施、设备损坏站点进行维修、维
护；同时根据土壤解冻情况进行人
工墒情取样监测，获取第一手墒情
监测数据，掌握当前墒情情况，为开
展春季旱情评价做好技术准备。

土壤墒情监测是现代农业生产
重要一环，墒情好坏直接关系到作
物的生长和产量。同样，精确的墒

情监测成果可以有效指导农业灌溉
用水，为农业抗旱提供决策依据。

据悉，今年春耕春播期间，吉林
省墒情监测中心将全面启动墒情自
动监测，及时发布土壤墒情动态信
息，为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提供及
时高效的墒情服务，助力全省春耕
生产顺利开展。

我省全面启动土壤墒情自动监测

本报讯 杜晓琳 李元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近年来，靖宇县始
终坚持人才强县战略，以人才
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全方位立
体培养为手段，扎实构建优质
人才生态圈，落实人才回引政
策，做实育才平台保障，营造尊
才社会氛围，推动人才工作提
质提效，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
障。

“稳”字当头，明确政治立
场，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人才
是宝贵财富，做好引领吸纳是
人才工作的优势和重心。全县
依托“人才编制池”不断开辟

“绿色通道”免笔试、“端口前
置”进高校等多样化的引才形
式，全年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
缺人才68人。全年通过公务员
招录、事业编制招聘本科生225
人。定向到吉林师范大学等四
所省内师范类专业院校招聘教
师 13 人，人才服务地方发展效
能显著增强。采取“技术攻关”

“交流合作”“特聘顾问”等方
式，柔性引进国家、省市级专家
人才 100 余名，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
合，加强各领域专业化人才队
伍建设。

“育”字为要，抓实人才培
育，打造人才成长平台。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把理想信念教
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

人才深怀爱党爱国之心、砥砺
报国之志。打造践行“两山”理
念试验区培训课堂品牌，邀请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远程教学站
落户靖宇，举办线上专题培训
28 期，累计培训 1.7 万余人次，
不断提高一线干部的政治素养
和业务能力。围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紧抓乡土人才培育，以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范培
训、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训
为抓手，加快培养一批高素质
农业人才，开展农技推广活动4
次，覆盖全县8个乡镇，共计300
余人。

“礼”字为先，保障人才礼
遇，营造尊才社会氛围。加强
人才服务水平，深化党委联系
服务专家制度，健全领导干部
直接联系服务人才工作机制，
构建“网格化”联系服务人才工
作体系，开展传统节日慰问优
秀人才活动，相关领导走访慰
问、关心了解高层次人才工作、
生活情况，充分彰显对人才的
尊重和礼遇，做到政治上充分
信任、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
关心照顾。加强对高层次人才
的平时考察、专项考察和年度
考察，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政
治表现、工作实绩，及时进行思
想疏导、工作指导和生活关爱，
不断为人才工作提质增效，切
实让礼待贤士成为靖宇招商引
智的“形象代言”。

坚持人才强县战略

靖宇营造优质人才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