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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德喜 记者 郭小宇 实习
生 赵世康 报道 伴随大田播种结束，乾
安县高效完成2024年玉米单产提升项
目建设任务。该县作为全省两个玉米
单产提升项目县之一，共实施玉米单产
提升工程20万亩。

近日，乾安县承办的吉林省春季农
业生产暨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现场会
召开，与会人员观摩了大遐畜牧场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玉米“水肥一体化”
播种管理现场。包括大遐畜牧场在内，
工程项目覆盖安字镇、大布苏镇等10个
乡（镇、场），重点聚焦单产水平提升和
种植业绿色发展，着力构建以稳定的农
田供水系统和滴灌水肥精准施用系统
为基础、以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
模式为支撑的产量提升体系，带动实现
玉米大范围大幅度均衡增产、促进水肥
高效利用，进一步增强玉米生产能力，
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推动农业
绿色发展。

今年，乾安县重点推进高密度种
植、高质量播种、高效率肥水等措施，采
用“2+10+N”模式，建设 2 个核心示范
区 0.2 万亩、种植密度 7.5 万株每公顷，
10 个一般示范区 1.6 万亩、种植密度 7
万株每公顷，N 个一般种植区 18.2 万
亩、种植密度6.8万株每公顷。同时，新
增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设备1332套，每
套设备可覆盖种植面积150亩，亩均减
少化肥用量3公斤、节水150立方米、预
计增产150公斤。

乾安县每年粮食播种稳定在258.6
万亩左右，自2019年以来新建高标准农
田 51 万亩，平均每年实施水肥一体化
60 万亩左右、保护性耕作 170 万亩左
右。粮食产量逐年增长，2023年再次迎
来“丰收年”，粮食产量突破 12.5 亿公
斤。

乾
安
高
效
完
成
玉
米
单
产
提
升
项
目
建
设

在柳河县驼腰岭镇，众多农民
通过苏子种植加工产业链带动，走
上了增收致富之路。人们都说：

“大伙能挣到钱，必须感谢刘顺
义。”

乡亲们称赞的能人刘顺义过
去也靠种地为生，“不饥不饱”、致
富缓慢的生活状况让他认识到：必
须走出去开阔视野，寻找创富之
道，于是，他远赴山东省威海市，和
朋友一起做起了苏子产品进出口
项目，“勤奋+智慧”，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几年后，他在一次回乡探亲
时发现，一些村民种植苏子，但销
售价格却低得可怜。头脑灵活、善
于经营的他由此萌发了“金点子”：
应该把家乡的苏子原材料与威海
的深加工技术结合起来，产品和销
路就都有了，于是，他毅然决定返
乡创业。

回乡后，刘顺义凭着一股敢闯

敢干的劲头，一步步克服重重困
难，多方筹措启动资金、寻址建厂
房、招聘技术人员……2017年2月，
他投资 1000 万元，建起占地面积
4000平方米、厂房面积1800平方米
的苏子收储加工基地。企业注册
为“柳河县青正元食品有限公司”，
设有生产车间、清洗车间、包装车
间和成品库房，依托驼腰岭镇丰富
的土地和人力资源，打造苏子种
植、加工产业，开启了创业带富的

新征程。
合作共赢，带富乡亲。为了让

十里八村的乡亲种植苏子增收，他
发起成立了柳河县万顺苏子合作
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苏子种
植。经过几年的发展，合作社苏子
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年利润10万
多元，带动50多户农民增收。

“我建厂、办合作社的初衷，就
是让村民和企业一起富起来，让乡

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这是刘顺
义的心里话。每年春季，他都帮助
合作社成员和种植户选择优良品
种，精心指导种植。在企业用工
上，优先聘用生活困难的村民到基
地从事电工、栽植、除草、采摘、保
洁等工作，并把就业年龄放宽到
70 岁。与此同时，他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从企业经营收入中拿出
一部分资金支持政府扶贫产业，
还资助生活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

业。
攀高向新，创业不止。在生产

经营中，刘顺义总是瞄准产业发展
前沿，规划企业发展。他经常前往
青岛、威海、烟台、北京等地考察新
项目、新技术，并抓住国外对苏子
食品油需求量增大这一商机，引进
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与山东省企
业深度合作，采用传统压榨工艺与
现代化精制过滤相结合的加工方
式，开发高品质、绿色有机物油系
列产品，使公司由苏子初级加工成
功转型为深加工企业。目前，公司
年产值约1000万元，安置剩余劳动
力就业70人，人均增收1万元。

苏子变成“摇钱树”
——柳河县新农人刘顺义的创业带富之路

李晓松 本报记者 吴连祥 周硕

本报讯 于佳明 记者
徐文君 实习生 胡鑫蕊 报
道“新秧初出水，渺渺翠毯
齐。”眼下，正值水稻插秧
的好时节。连日来，蛟河
市各地农户抢抓农时，铆
足干劲，采用农业机械化
水稻插秧技术，全面掀起
蛟河市水稻插秧作业的热
潮。

拉法街中才水稻专业
合作社的育苗大棚里，村民
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将

大棚里的水稻苗打捆装车，
运往地头。稻田里，农民放
水整地、导苗插秧，插秧机
穿 梭 其 间 ，一 派 繁 忙 景
象。

为促进水稻丰产丰收，
蛟河市抢抓当前墒情、苗情
双好的有利时机，坚持早
动手、早扣棚、早育苗、育
壮苗的方针，充分发挥各
水稻专业合作社、农机合
作社的生产主力军作用，
从水稻育苗到苗期管理等

环节都采用了科技化、机
械化，保证了秧苗质量。
插秧过程中，严格按照早、
密、匀、整、齐的标准，利用
机械插秧，加快水稻插秧
进度。

截至目前，拉法街中
才水稻专业 合 作 社 水 稻
插 秧 面 积 近 2000 亩 ，超
过该社水稻总种植面积
的一半以上。预计蛟河
市 5 月 底 前 可 完 成 全 部
插秧。

蛟河5月底前完成插秧

月晴镇是图们市

水稻主要产区。连日

来，农民不误农时抓紧

进行水稻插秧。目前

全镇已完成水稻插秧

80%以上。图为马牌

村 农 民 进 行 水 稻 插

秧。 记者 侯春强/摄

又是一年插秧季。
5月23日，德惠市岔路口

镇晴空万里，昨夜的一场夏
雨，给水稻插秧带来了久违的
甘露。

许家村稻田里，宛如一面
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房
屋树木。田间，一排排嫩绿的
秧苗挺立水中，横竖成列，生
机勃勃。

许家村村民张春阁站在
地头，看着已经插好的秧苗露
出会心的笑容。“去年水稻行
情好，卖上了好价钱，村民都
赚了一笔。”张春阁告诉记者：

“这几年我们一直种‘德惠小
町’，不只是产量高，米的品质

也好，市场特别认可。看着今
年这年景，一定又是个丰收
年。”

在南长沟村长义家庭农
场，负责人李长义一边组织工
人操作插秧机忙碌工作，一边
忙着放“蟹苗”。“我们现在放
养的蟹苗是我们自己培育
的。”李长义说，“我们以前都
是用盘锦蟹苗，成活率也就是
50-60%。如今用了我们自己
培育的蟹苗，成活率近 95%。
我们还提供给周边农户，让大
家都能多收入一些。”

在岔路口镇政府院内飞
起无人机，稻田里一派忙碌景
象。村民起秧、运苗、装车，一

台台插秧机往来间，一行行嫩
绿的秧苗便整齐地挺立在泥
土中。放眼望去，水田阡陌
交汇，绿油油的秧苗点缀着
黑土，广袤农田披上了“绿
装”。

“岔路口镇被誉为‘中国
水稻第一镇’，全镇水稻种植
面积达到 25 万亩，占德惠市
水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2023 年全镇水稻总产量达到
3.33 亿斤。”岔路口镇党委书
记曲守宝告诉记者：“为进一
步延伸稻米产业链条，镇里持
续加强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指
导，以‘企业+农户’的模式，
因地制宜在全镇推广稻蟹综

合种养，扩大种植养殖面积，
今年计划实施稻田蟹综合种
养模式 1.5 万亩，预计生产河
蟹成蟹产品 13 万斤，扣蟹产
品 11 万斤。以此为基础，岔
路口镇将持续延伸稻米产业
链条，调优产业结构，以稻渔、
稻蟹综合种养、稻米精深加
工、稻草加工为引领，进一
步延伸稻米产业链条，全力
打造渔产品、饲草产品等衍
生产业群。”

据了解，德惠市共有水田
70万亩，目前，全市种植户正
抢抓气温回升快，水情、苗情
好的有利时机，开足马力开展
水稻插秧作业。

岔 路 口 镇 插 秧 记
本报记者 郭小宇 侯春强 都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