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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延边

州老科学技术工

作 者 协 会 围 绕

“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主题，组织

会员深入农村，

为农民送去市场

信息，开展农业、

养殖技术交流，

为乡村振兴提供

技术支撑。图为

会员在凉水镇科

普农家院与农民

交 流 种 植 技

术。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肖桂仙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6 月 22 日，由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主办、舒兰市政府协
办的“人间烟火气 舒兰好大米”
吉林粮食品牌华南招商巡讲暨

“舒兰大米”专题推介会在深圳
市大中华希尔顿酒店举行，9 家
米企参会共话“舒兰大米”品牌
高质量发展。

省粮储局大米产业处负责
人介绍吉林大米种植、加工优势
并引荐“舒兰大米”品牌代表作
分享交流。

近年来，舒兰市以创建全国
农业现代化示范高地为抓手，坚
持基地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科
技化赋能、品牌化经营、产业化
发展，加快推进稻米产业全链
化、高端化、驰名化。为不断扩
大“舒兰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和
影响力，舒兰市在北京、长春等
地打造“舒兰大米”文化展示馆，
并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相
继打造出一批三产融合的示范
样板。“舒兰大米”先后通过中国
地理标志、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入选中国粮油行业品牌目
录，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粮油行
业 十 大 影 响 力 品 牌 ，被 纳 入

“2022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
划”。2024 年，“舒兰大米”荣登

“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百强
榜前50名，“人间烟火气 舒兰好
大米”亮相央视新闻频道、农村
频道广告，搭乘“雪龙号”助力极地科考事业。

友诚米业、金星米业、金马镇亲农耕家庭农
场等“舒兰大米”企业代表进行产品推介，与深圳
市渠道商代表和各经销企业畅谈合作愿景，并就
如何提升“舒兰大米”品牌价值及进一步拓展销
售渠道作现场交流。金星米业与广州沃氏达商
贸有限公司达成销售协议 2000 吨，成交额约
2800万元。

活动还邀请了多家香港及深圳媒体到场，全
方位展示和宣传“舒兰大米”品牌，不仅提升了

“舒兰大米”的品牌影响力，也为我省粮食品牌跃
升工程开辟了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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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洋 张欣彤 吴诗
雨 报道 受东北冷涡影响，6月
21日开始，全省大部出现中到
大雨，部分地方出现暴雨、大
暴雨。截至 6 月 24 日 7 时，全
省平均降水量达30毫米。

6月20 日，省气象局提前
发布《明天开始我省将有明显
降雨过程 注意防护局地气象
灾害》决策服务信息，对此次

降水的降水落区和过程累积
量做出详细精准预报，并做出
详细应对建议。6 月 21 日 14
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
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
预警信号。17 时发布暴雨蓝
色预警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
相关单位按照实际情况启动
应急响应，22 日 20 时，升级

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信
号，22时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
级为黄色。省气象局开展与
铁路、电力等部门开展联合会
商，派出驻场预报员前往公安
厅、交管局进行现场服务。与
央视、吉林卫视等主流媒体
联合发布最新气象信息，扩
大群众气象信息接收范围。
松辽流域气象中心组织流域

相关省、市气象台组成专班，
密切监测流域内雨水情，滚
动发布中小流域洪水风险预
警。

截至 6 月 24 日 9 时，全省
各级气象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265条，其中省级10条，市级35
条，县级220条；省突发事件预
警发布中心累计启动叫应 11
家单位。

全省气象部门联动应战

有效应对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

仲夏的公主岭市二十家子镇猴
石村，瓜果飘香，丰收的喜悦洋溢在
每个角落。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
上，农民夫妻武彦龙和陈丽红以坚
定的农业情怀和不懈的努力，创立
了公主岭市隆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凭借棚膜经济和特色药材种植，
书写了令人瞩目的绿色致富传奇。

夏至时分，武彦龙和陈丽红的
瓜棚内硕果累累，白瓜和八里香香
瓜藤蔓交织，在阳光下散发出诱人
的香甜。清晨，夫妻俩便带领合作
社的村民忙着采摘。这些品质上
乘、口感脆甜的香瓜经过精心挑选
和包装，迅速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深受消费者喜爱。

在大棚的一角，村民胡琴正专
注地采摘香瓜，她负责大棚里香瓜
和西红柿的栽培、管理以及采摘等
工作。“在这里工作，我不仅学到了
很多农业知识，还获得了稳定的收

入，一年下来能挣到1.5万元呢！”胡
琴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在武
彦龙夫妇带动下，合作社为周边10
多名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帮助
他们实现增收。

谈及致富的秘诀，武彦龙谦虚
地表示：“农民要想致富，关键是要
选对经营项目。我和妻子选择种植
大棚蔬菜和药材这条路，通过不断
学习和摸索，逐渐掌握了先进的种
植技术和管理方法。”目前，他们经
营着 7 栋蔬菜大棚，主要种植香瓜
和西红柿等蔬菜，一年两茬收入达
到 17 万元；种植 30 亩五味子药材，
预计收入超过12万元；夫妻俩还承
包了 120 亩土地种植玉米和黄豆，
预计纯收入将达到30多万元。

2018 年，武彦龙参加了公主岭
市农广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
习了蔬菜大棚搭建的基本原理和蔬
菜种植育苗技术，回来后便和陈丽
红商量，想要发展蔬菜大棚生产。
陈丽红同意这个想法，也有想学习
的念头，于是她参加了公主岭市农
广校 2019 年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通过培训学习，陈丽红不仅学习了

各种种植技术，开阔了视野，
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这些种
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经过两人共同商量，决
定利用大棚发展蔬菜
生产。

夫妻俩开始购置
原材料建大棚。一个多
月的忙碌，2019 年秋季建
起两栋蔬菜大棚。2020年春
季开始育苗，主要生产黄瓜和
豆角，当年就取得了较好的收
益。接下来着手扩大生产规模，
如今已经建起 7 栋大棚，生产品种
也不断增加。他们在不断学习中掌
握了轮作技术、反季节蔬菜生产技
术、蔬菜病毒害防治技术，大棚种植
面积 5000 平方米，种植两季果蔬，
第一茬香瓜，第二茬西红柿。

在农业的道路上，武彦龙和陈
丽红不断开拓创新。承包 1.8 公顷
山坡地，承包期 30 年，充分利用山
间林地，种植 30 亩五味子，去年开
始已经产生经济效益。通过到辽
宁、黑龙江等地参观考察学习，他们
成功将山坡地变成了五味子基地。

目前五味子长势喜人，正处于展叶
期。

陈丽红深深地认识到农业知识
对增收致富的直接作用，相继在
2021年、2022年参加了“中组部陈家
店一期培训班”、吉林市“创新创业
培训班”，2023年参加第一批头雁学
习，结识了更多优秀的农业人，从生

产技术到农产品的包装、推广、销
售，农业大学的老师和专家也进行
帮扶指导，对新承包的林地进行土
壤测评、品种选定、技术问题等给予
帮助。

展望未来，武彦龙和陈丽红希
望通过努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带领更多村民实现致富梦想。

致富路上“夫妻档”
本报记者 侯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