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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鹅养殖在农业经济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农户
能够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实现家
庭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养鹅产业
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包括饲
养管理、鹅肉加工、销售等多个环
节，提高就业率，推动当地经济的发
展。因此，养鹅不仅是传统的农业
养殖活动，更是促进乡村经济繁荣
的重要动力之一。

5月8日，记者在舒兰市白鹅科
技小院采访了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
学技术学院教授孙永峰。

孙永峰从我省养鹅产业发展、
养殖品种选择、注意事项、如何控制
死亡率和成活率，以及如何做好卫
生防疫等方面给出合理化建议，为
养殖户开出一剂良方。

记者：随着养鹅业的兴起，我省
养鹅有什么优势和特点？哪些品种
更适合在我省养殖？

孙永峰：我省属于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是八大牧区之一，拥有丰
富的草地资源和纯净的水资源。松
花江、鸭绿江、嫩江等水系贯穿我
省，全年平均气温4－6℃左右，夏季
炎热但持续时间较短，冷资源的突
出更加契合鹅业发展，并在我省东

中西形成了三条肉鹅产业带。以白
城、松原两地为主的西部草原白鹅
带，产籽鹅为主；以四平、吉林为主
的中部农区白鹅带，产吉林白鹅、籽
鹅和豁眼鹅为主；以辽源、通化为主
的东部山区白鹅带，产籽鹅、豁眼鹅
为主。

另外，鹅品种又分为蛋用和肉
用之分。蛋用品种在我省主要有籽
鹅、豁眼鹅和吉林白鹅；肉用品种主
要是商业杂交种大三花，霍杂为主
体。

以舒兰市为例：首先，该地区的
气候条件适宜白鹅生长，这为白鹅
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其次，该地区拥有丰富的饲料资源，
如玉米、秸秆等，为白鹅养殖提供了
充足的饲料来源，适合饲养吉林白

鹅、匈牙利白鹅等鹅种。
记者：白鹅养殖过程中有哪些

注意事项？
孙永峰：养鹅是一项需要细致

关注的养殖活动，养殖户要特别重
视以下几点：

饲养环境：确保鹅舍的建筑结
构牢固、通风良好、采光充足，保持
舍内干燥清洁。定期清理饲料槽和
饮水器，避免水槽水位过高，避免饲
料和水污染。

饲料配给：根据鹅的生长发育
阶段和体重，合理调配饲料成分和
比例。养殖过程中，要注意及时更
换新鲜饲料，避免饲料霉变。

健康检查：定期对鹅群进行健
康检查，观察鹅的精神状态、食欲情
况和排泄物等指标，一旦发现鹅出

现异常情况，如呼吸困难、站立困
难、食欲不振等症状，应及时进行诊
断和处理，防止疾病扩散。加强疫
病防控，定期进行鹅的免疫接种，确
保鹅的健康生长。

记者：在养殖过程中，如何控制
白鹅死亡率和成活率？

孙永峰：要加强多方面管理：一
是饲养管理。随白鹅养殖天数增
加，要更换不同时期白鹅饲料，防止
白鹅缺少蛋白质、矿物质及必要的
微量元素，而导致换羽期前后出现
互相啄毛、羽绒质量差等情况。同
时，要避免过度拥挤，合理控制鹅舍
内的饲养密度和温度，保持鹅群生
长环境舒适。定期清理鹅舍和器
具，清除污物和粪便，保持鹅舍内干
燥、整洁。

二是防控管理。定期对鹅群进
行健康检查，观察鹅的精神状态，定
期进行免疫接种、疾病检测和防治，
提高鹅群的免疫力。及时对白鹅进
行常规疫苗接种，如禽流感、新城疫
等，提高其抵抗力，降低疾病发生
率，减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防范
外来病原体的侵入，限制人员和物
品的进出，避免疾病通过外界传播。

三是人员管理。养殖人员应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
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和鞋套等，避免
将疾病传播给鹅。在处理鹅舍和鹅
群时，应佩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如口
罩、手套等，减少感染风险。

记者：作为我省养殖行业一线
的专家，您对养鹅户有什么建议？

孙永峰：养鹅户要加强市场营
销，开拓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
值，提高养殖效益。同时，要提倡科
学养殖、环保养殖的理念。在养殖
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避免污染和
资源浪费，注重动物福利，确保养殖
过程健康、安全、可持续。只有在科
学、环保理念的引领下，农民才能增
收致富，养殖业才能稳健发展，才能
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给白鹅养殖的一剂良方
——访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孙永峰

□ 尹洪多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进一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5月8日，我省召开第二轮第
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启
动大会。会议明确了督察工作
的主要任务和具体要求，并对下
一步督查工作做动员部署。

近年来，我省将开展省级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作为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
措，把中央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作为督察重点，积极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切实解决影
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身
边的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全省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此次督察工作将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精准督察、科学督察、依法
督察，深入查找问题，扎实推进
边督边改、立行立改，以切实解
决环境问题的实效取信于民，实
现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全域全覆盖。

督察工作于5月8日全面启
动，将组建2个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辽源市、松原市和
梅河口市等3个地区，重点对被
督察地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生
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地市

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落实和担当作为情况，县（市、
区）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督察。总
体上分为前期准备、进驻准备、
督察进驻、撰写报告、督察反馈、
整改落实 6 个阶段。目前前期
准备、进驻准备已经完成，计划5
月中旬进驻被督察地区。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督察
的“利剑”作用，全面推进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通过对督
察地区把脉问诊、对症开方，帮
助被督察地区治已病、防未病，
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领域深层次
矛盾、结构性问题和机制体制障

碍；要提升工作效能，持续增强
督察工作的政治性、规范性、科
学性和系统性，强化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以督察引
领和倒逼区域协调发展、绿色转
型升级，努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为我省全面振兴率先实现
新突破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支
撑。

据悉，从2022年以来，我省
已完成了第二轮三批次 8 个地
区的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结合第一批省级督察工作
成果，截至目前，我省已完成或
基本完成整改任务702项，完成
率95.3%。

我省第二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全面启动
本报讯 王锐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春撒一把种，秋收一仓粮。节
气不等人，时光胜黄金。柳河县
抢抓春播关键期，优化服务措施，
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目前，
旱田播种已接近尾声，水田插秧
预计5月15日开始。

今年，柳河县粮食作物计划
播种面积 139.1 万亩，同比增长
0.4%。为了确保各种作物丰产丰
收，县农业农村、供销等部门通力
协作，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和下
摆。全县93家种子经营业户、112
家农药经营业户货源充足。全县
计划用种 0.26 万吨、用肥 4.6 万
吨，已全部下摆到位。

4月下旬，全县1.25万台（套）
农机具全部完成检修，投入春播
作业，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据
统计，目前全县农业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82.45%。启动了农民土地
收益保障抵押贷款项目，方便农
户办理春耕资金贷款。县农业银
行、农商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信
贷部门发放贷款 2.12 亿元，为春
耕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资金。37户
粮食收储企业收购粮食 32.7 万
吨，使农户家里的存粮变成了春耕所需现钱。

农技服务更贴心。县农技、科协等部门成
立18支农技服务团队，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宣
传推广2024年农业主导品种及主推技术，现场
设立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台，累计为农民发放农
业科技资料2万余份。举办高素质农民、农业科
技人员培训班，开展“点菜式”培训，覆盖全县15
个乡镇和3个街道，培训农民1万人次，为春耕
生产注入技术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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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宇东 记者郭小宇 报道 5
月9日，2024前郭县哈拉毛都梨花节在
哈拉毛都镇举行。本届梨花节以“游百
年古镇，赏千顷梨花”为主题，旨在传承
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
乡村旅游健康快速发展。

梨园花香四溢，游客赏花打卡。今
年，梨花节主会场改善游园观赏环境，使
游客能近距离融入自然、拥抱自然、感受
自然。游客在观赏千顷梨园的同时，还
可在精心设计制作的打卡点拍照留念。

七大爷府、祥大爷府、“甲北京”、玫瑰园
等景点修葺一新，面向游客开放。

七彩集装箱、帐篷组成的美食街区，
烧烤、小吃、工艺品等一应俱全，还有非
遗手工艺制作的蒙古族馅饼等。游客在
游览美景同时，还能品尝各种特色美食。

“此次梨花节，侧重游客观赏、互动
和参与体验。我们在梨园内设置了打卡
拍照区、美食品尝区、游客赏花区等，让
游客人在花中游，乐在梨园中。”哈拉毛
都镇工作人员介绍。

游古镇 赏梨花

哈拉毛都梨花节“盛妆”迎客

松原市在保证落实
保护性耕作面积的基础
上，密切关注土壤墒情，
适时发布农作物适播期
预报，分类推进水田育
苗、插秧及大田整地。图
为宁江区大洼镇民乐村
正 在 进 行 玉 米 免 耕 播
种。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