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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采回山核桃，
晾晒后抠出核桃仁卖钱，效益
不是很理想。现在，‘核桃炭’
的出现让核桃皮有了价值，又
增加了一份收入。”谈起山核桃
皮变废为宝，辉南县楼街朝鲜
族乡长兴村农民张强喜不自
禁。

近年来，“中国野生山核桃
之乡”辉南县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着力培育引进山核桃精深
加工龙头企业，从基地培育、深
度加工、品牌宣传、市场销售等
多方面对山核桃产业进行优化
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吉林长
龙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研发
生产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乳，口
感浓郁、入口留香，赢得客户的
青睐。

在对核桃仁进行精深加工
的同时，楼街朝鲜族乡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利用县政府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引进了核桃炭
生产企业吉林千碘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吉林千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楼街汽车零部件产业
园，以核桃壳为原材料，采用国
内先进生产工艺及设备，生产
核桃炭、活性炭。一期项目投
产后，年产核桃炭 3000 吨、活
性炭7000吨。

“核桃炭作为一种新型生
物质能源，不仅具有高热值、低
污染的特点，而且在生产过程
中充分利用了山核桃副产品，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我们采
用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在生
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
污染，实现绿色发展。同时，积
极探索核桃炭在多个领域的应
用……相信通过技术创新和市
场拓展，核桃炭将成为替代传
统煤炭的理想选择。”吉林千碘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魏建
旺告诉记者。

核桃炭是山核桃皮经过高
温炭化而成，有别于一般木炭，
具有绿色、环保、卫生等特点。
这种炭火烤制面积均匀，能很
好地锁住肉品原有香味，不仅
环保、易点燃、无浓烟，而且烤

出来的肉不糊不焦，还附带着
天然的核桃炭果木香味。核桃
炭的出现，为烧烤行业带来了

“消费升级”的机遇。县委、县
政府积极支持推广，让“辉南县
核桃炭烧烤”品牌逐步被大众
认 可 ，成 为 餐 饮 业 的“ 助 燃
剂”。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商
务部门联合通化商盟为烧烤店
发放餐饮消费满减券，截至目
前，已发放满减券12万元。

三五好友欢聚一桌，炉上
的鲜肉发出滋滋声响，一滴滴
热油顺着鲜肉的纹路慢慢滑
下，令人心醉。核桃的香味、
炭火的熏烤，使烤肉的口感
更为适口，堪称辉南独有的
佳肴。

炎炎盛夏日，避暑到辉
南。为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辉南县前不久推出了“寻龙湾
女神，品核桃炭烧烤”避暑之旅
文旅项目。游客走进莽莽林
海，漫步天然氧吧，寻龙湾女
神，品核桃炭烧烤，定会是一次
回味无穷的消夏之旅。

崇“绿”向新 变废为宝
——辉南县转化利用废弃核桃壳资源观察

王晓旭 范尧 闫玥琦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近日，吉
林粮食品牌华南地区巡讲深圳站成功举
办，大湾区60多家企业来到巡讲现场，聆
听“皇粮御米”的传奇故事。梅河口市生
产的“皇粮御米”与深圳的创新精神相遇，
擦出合作的“火花”，两地企业当场签订
3000吨大米产销协议。

梅河口市属于“世界白金水稻带”中
心区域。清朝顺治年间，这里被划为“盛
京围场”进行“封禁”，成就了“天蓝木秀、
土肥水美”的优良生态环境，为水稻种植
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条件。

而今，经过几代农民的精心培育，梅
河大米品质更优，成为“第十一届亚运会
特需食品”，是我省唯一的“中国自主品
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吉
林老字号”。2016 年 12 月，“煮饭仙人的

中国梦暨银饭的味道品牌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梅河口市“秋田小町”大米成为首批
入选银饭标准的产品。2019年，梅河口市
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皇粮御
米之乡”。

梅河皇粮御米，香飘粤港澳台。在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主导下，品质优良的
梅河皇粮御米，登陆深圳市及粤港澳大湾
区的高端市场，堪称优良产区与主销区的

“天作之合”。在巡讲专场，梅河口市粮企
代表讲述了梅河大米的品牌故事，知名企
业展示特色产品。好吃、营养、更新鲜的

“皇粮御米”得到企业界人士和市民的青
睐，在现场，梅河口两户企业分别与香港
（国际）现代农业与投资促进会、深三和贸
易（深圳）有限公司，签订了3000吨梅河大
米产销协议，成交额达2400万元。

“皇粮御米”登陆大湾区
梅河口市与深港企业签约3000吨

本报讯 崔秀佳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6月26日，省水网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组织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各参
建单位，并邀请国家隧道应急救援
队在东辽县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的 28 号支洞施工现场举办隧
洞突泥涌水综合应急实战演练。

吉林水网骨干工程是《国家水
网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第一个开
工建设的重大水网骨干工程，工程
具有输水线路长、受水区域广、投资
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受益人口多等
特点。工程总干线隧洞全长246.67
公里，沿线水文地质情况复杂，穿越
多条断层破碎带，地下岩溶裂隙水
发育，隧洞开挖过程中发生突泥涌

水概率较高。
本次演练以 28 号支洞开挖掌

子面发生突泥涌水、3 名作业人员
被困为背景，模拟了“突发险情、信
息上报、启动预案、部门联动、抢险
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理、新闻发
布”等场景，囊括从险情发生到救援
结束整个应急救援全过程。演练
中，各应急救援小组、国家隧道应急
救援队在现场指挥长的统一指挥
下，配合紧密有序，工作有条不紊；
参演人员服从指挥、密切配合、协同
作战，顺利高效完成全部演练内容。

省水利厅、省应急厅、省国资委
以及辽源市、东辽县政府相关人员
观摩此次实战演练。

吉林水网集团组织隧洞突泥涌水应急演练

本报讯 张雅静 报道 6月26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吉林省全面实
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政策
解读”新闻发布会，聚焦社会关切，
回应热点问题。省财政厅、省农业
农村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
林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月 3 日，经省政府同意，省财
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等7部门联合
印发了《吉林省2024年农业保险工
作实施方案》，《方案》中对我省全面
实施玉米、水稻、小麦三大粮食作物
完全成本保险作出了具体部署。

“以‘自主自愿、惠及农户、高质
高效、合规管理、创新赋能’为原则，
我省完全成本保险实施区域由此前
的‘产粮大县’扩展至‘全部市县’。
具体参保范围包括小农户、适度规
模经营主体，支持种粮农户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愿保尽保’。中央和
省级财政对投保农户实施保费补
贴，推动我省农业保险政策进一步

‘扩面、提标、增品’。”省财政厅一级
巡视员王学志介绍。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新增加
了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并降低了
保险费率，其中，玉米保险费率由
7%降至 6%、水稻由 6%降至 5%，小

麦定为 6%；将保险金额定为，玉米
和小麦每亩 750 元、水稻每亩 1100
元；计算出保费为，玉米和小麦每亩
45 元、水稻每亩 55 元。同时，为更
好推动政策落地，减轻市县财政压
力，应由地方财政配套的保费补贴
资金，全部由省级承担，具体承担比
例为，中央财政45%，省级30%，农户
自交25%。

完全成本保险实现“扩面、增
品、降费”，使得支农、惠农、强农政
策效果更加明显。经过测算，玉米
和水稻的保费降低后，今年可为全
省种粮农户减少自交保费约1.34亿
元。

为了让农户受益更加明显，省
级财政主动加压，承担责任，预计
2024年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承保面积接近6780万亩，将超过我
省过去3年完全成本保险承保面积
的总和。为此，2024年，需要中央和
省级财政安排保费补贴约 23.5 亿
元，比 2023 年增加 10.9 亿元，增幅
超过86%，其中，省级财政需要安排
9.4亿元，较上年增幅88%。

我省作为农业大省，人均耕地
面积 3.05 亩，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多，具备加快土地流转、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而

要想实现农业现代化，适度规模经
营是重要前提；要想大力推进适度
规模经营，离不开农业保险这种现
代经济手段的加持。

“从实践来看，完全成本保险的
风险保障，不仅涵盖了农业生产成
本，而且还加入了土地地租、劳动力
等适度规模经营所必须投入的成
本，风险保障更全、保障范围更广、
保险金额更高、保费补贴更多，能够
更加有效的稳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种粮信心，对于助力我省‘千亿斤粮
食’工程建设，促进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加快发展、尽早实现农业现代化，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王学志说。

我省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省畜牧业管理局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包保服务工作机制，面向肉牛养殖场

户免费发放防疫服务公示卡，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靠前服务。图为长春市双阳区

美利生态养殖合作社工人正在喂牛。 记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