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撞进心里的人”
真情表白

邵思博告白赵心雨:
时公历 2024 年 11 月 5 日，

在相处的第 14 个月里，我要向
你真情表白，与你共赴美好未
来，一直爱你。

以纸为媒，特此登报，亦作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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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在丰收在““吉吉””县域行县域行

今年，通榆县瞻榆镇前锋村村
民赵红军将自家３公顷土地托管
给当地家庭农场，成了“甩手掌
柜”，干起小尾寒羊收购买卖。他
笑着说：“土地就应该交给家庭农
场，人家是行家里手，那些科技手
段包括田间气象、无人机、大型机
械使得贼溜，交给他们耕种，我相
当于躺赢。”

如今，通榆县出现了“土地托
管所”。这个“土地托管所”就是通
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简称新
农联。通榆县新农联统筹家庭农
场、合作社、种植大户，整合资源优
势，挑起了土地规模化托管经营的
重担，农民由种地主体变成了“甩
手掌柜”，新农联则成了土地的“保
姆”。这种托管经营的创新农业生
产方式，由于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
营，深度应用科技手段，在大幅提
高土地产出前提下，通过让同质等
量土地产出增值均等化，为以土地
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农民迈向共同
富裕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固化经
营成本，确保农民利益最大化。

土地不流转，服务全包揽。赵
红军依旧牢牢掌握着他家３公顷
土地承包权与售粮的收益权，他所
委托的李六家庭农场包揽了从种、
管到收全流程生产经营环节，一种
新的服务方式和组织形式帮赵红
军完成了生产全过程。“今年村里
有10公顷土地托管给我，春天签合
同时候就有保底，保证农民每公顷
不低于2万斤产量，要是达不到，就
按一块钱一斤赔偿。”李六家庭农

场李阳明告诉记者。
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

会长王建福眉间尽是藏不住的喜
悦：“我们连续３年托管农民土地1
万多亩，土地保姆式服务，种下万
亩田，只操少许心。”

通榆县新农联通过提高规模
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能力提供
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不仅让耕
者有其田，而且还让其田尽其效，
耕、种、防、灌、收全程包管，有效解
决了个别村民种地难、种田不打粮
等问题，实现了单个农户难以实现
的高效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机
械化及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田手
段的实施，有效破解了农民增收难
题，通过固化经营成本，实现农民
利益最大化。

大华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
赵华说：“一家一户土地太零散，无
法接滴灌带，大型机械也无法作
业，合作社把一家一户地块托管重
新整合、集中经营，一公顷土地多
产5000斤不成问题，为啥呢？因为
有的农民是靠天吃饭，托管出去是
靠科技吃饭。”

金秋时节，由通榆县新农联统
筹组织的涉及全县 8个乡镇场、13
个行政村，涵盖 420 户农民的 809
公顷托管地块，到处洋溢着丰收的
讯息，整齐划一的玉米田引来众多
农民观摩学习。虽然临近收获，可
被称为“田间小卫士”的智能物联
网监控电子设备依然伫立在田间
地头，一刻都没有松懈。数字技
术、智慧手段与农业服务实体的深

度融合让大地涌动的潜能得到极
致释放，更让农民亲眼看见了由此
带来的大丰收景象。

产量提升幅度的决定因素是
科技含量的高低，新农联专家团队
从3月下旬起不间断深入托管地块
进行田间管理、作物营养成分诊断
及病虫害检测预防，以身示范教会
了参与托管工作人员整地、耕作、
灌溉、化肥配方等科学方法。“在托
管过程中全程应用水科院近 10多
年来通榆当地科研成果，包括优化
灌溉制度、科学测土施肥方案，今
年预测公顷增产 5000 斤以上，最
高超过 1 万斤。”团队首席专家吉
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尚学
灵说。

村民的好收成离不开农业现
代化这根“金扁担”，而挑起这根

“金扁担”的，正是日益壮大的通榆
县新农联。在县委、县政府指导
下，新农联历经三年，经过多方尝
试探索，在以服务为宗旨、争取农
民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把一家一
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
的生产环节集中起来，及时为农户
提供“菜单式”“保姆式”生产托管
服务，破解土地碎片化问题，为大
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提高了效率。同时，把先进适用的
品种、技术、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
导入，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重任扛在肩上，不仅如此，新
农联还通过多年磨砺注册了“丹江
湿地”商标，今年品牌大米走进了

北京超市，投入到产业链终端。
谈起农业托管经营的发展前

景，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托管经营是全县在实践探索
中形成的生动实践，是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让农民走向共同富
裕的有效载体，是实现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最有效结合方
式，更是有效实行乡村治理激发农
民内生动力的关键一招。”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勇飞商行（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581MA14AM5J4E）财务专
用 章 遗 失 ， 编 号 ：
2205811223529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梅河口市旭日春农业机械

化生产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3220581691026882T）经 研 究
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资，
注册资本由伍佰玖拾万元整减
至 贰拾万元整，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合作社申报债权债务，逾
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特此公
告。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8626522689
地址：梅河口市山城镇东

花园村
遗失声明

辉南县庆阳镇吊鹿沟村四
社王福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
土 地 承 包 方 代 码 ：
220523109203040016J，声明作
废。

东丰县宏达二期高层
入住名单公示（补录）
经辽源市宏达建筑开发有

限公司和宏达小区业主委员会
共同确认宏达二期小区高层 8
号楼（按原开发商购房合同提
供的顺序）公示如下：
8号楼（北栋）入住名单1户：
1006室，陆文，建筑面积 102.28
平方米。
1206室，陆文，建筑面积 102.28
平方米。

以上宏达二期高层购楼者
陆文（220421199001080213）申
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对以上
住户进行公开公示，在法定期
限内未有人提出异议，将进行
商品房转移登记。

联系人：冯晓宏
联系电话：0437-6200021
东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11月4日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园园物流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581MABQWN8W0L），将
公 章 遗 失 ， 编 码 ：
2205812271154，声明作废。

公告
下列人员申请坐落建设街

文明路（鹏凤小区）东区不动产
登记；
岳冀，A6号楼4单元15层西。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拟办
理住户不动产登记。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向通榆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
出异议申请的，将按无籍房管
理有关政策，给予办理不动产
登记。

通榆县绿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24年11月 4日
公告

本人徐立新，申请坐落在
吉林省通榆县新发街风电路
（龙海新城）二期18号楼南侧东
至西第34门，用途车库，建筑面
积 23.42 平方米。按照县政府
一次性处理无籍房文件要求，
拟办理住户不动产登记。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通榆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
提出异议申请的，将按无籍房
管理有关政策，给予办理不动
产登记。

2024年10月28日

本报讯 闫红洋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正是秋收时节，安图县
3.1万公顷玉米全部成熟，种植户
趁着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地采收
玉米，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热闹忙
碌的秋收景象。

走进安图县亮兵镇大西村，
两台玉米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将一排排玉米植株连秆带穗

“吞入”腹中，摘穗、剥皮、秸秆
粉碎……一气呵成，色泽金黄
的玉米很快就填满袋子被车运

走。
新合乡青沟子田地里满目皆

是金黄，正在田间忙收割的农户
表示，机械化采收提高了收割效
率，增加了收入。粉碎的秸秆
还 田 ，不 仅 增 加 土 壤 的 有 机

质，还解决了秸秆焚烧污染环
境的难题。

在松江镇小沙河村玉米地，
一排排整整齐齐、长势喜人的玉
米尽收眼底，色泽金黄的制种玉
米“丰”景如画。大型玉米联合收

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后的玉米在
村民家中空地铺展开来，犹如一
幅金色画卷。

近年来，安图县认真贯彻“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立足本
地资源优势，优化采用良种、良

技、良法、良田模式，全面落实各
项惠农政策，全力提升粮食生产
效率和水平。截至目前，全县玉
米已收割 1.73 万公顷，预计 11
月初完成全面收获，总产量可达
5.6亿斤。

安图：3.1万公顷玉米喜获丰收

本报讯 陈梦昕 谷禹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金秋时节，黑土地上一
片金黄，饱满的稻穗随风摇摆。

“长势不错，预计每亩能产1700斤
左右。”在磐石市取柴河镇张家街
村，种粮大户李鹏龙正忙着收割
稻米，今年他共经营10公顷稻田，
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近年来，磐石市坚持保护优
先、用养结合，让珍贵的黑土地持
续发挥效能，保障粮食安全，维护
生态系统平衡。

今年，磐石市投入免耕播种
机100台，安装远程电子监测设备
50台；召开“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
观摩会”，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

种、秸秆归行免耕播种及秸秆归
行少耕条带播种 3种保护性耕作
技术模式，全年落实保护性耕作
项目作业面积 15.03万亩。以“良
田、良法、良技”助推耕地质量有
效提升，真正让农民眼中的“黑
土”变“沃土”、手中的“粮田”变

“良田”。
“都知道粪肥能养地，但是过

去，村口、田头到处都是露天的畜
禽粪便堆沤处，不仅影响村容村
貌，还污染环境。”宝山乡北河村
党支部书记边文举说。如今，村
里就近就有畜禽粪污堆沤点，养
殖户将畜禽粪便就近送到这里，
解决了粪肥随意堆放的问题，村

口田头也整洁干净了。
磐石市采取设置区域粪污处

理中心、村级养殖粪污集中收储
站和养殖场（户）自建储粪点相结
合的办法，全力打造“中心+站+
点”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收储
运行模式。在“中心”上，围绕重
点养殖乡镇，共建设7个区域粪污
处理中心；在“站”上，建设37个村
级养殖粪污集中收储站和 151个
村屯堆沤点，收集散养户处理不
了的畜禽粪污，实行“站”收集、

“中心”处理；在“点”上，规模养殖
场自行建设储粪点，村屯建设堆
沤点，将畜禽粪污发酵处理后，作
为粪肥就近就地还田利用。

磐石：良策护黑土“粮田”变“良田”

通榆：为土地请“保姆”农民“甩手”增收
李桂华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王天娇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金秋十月，五谷飘香，
桦甸市各地进入秋收的繁忙季
节，田间地头正酝酿着一场秋
收盛事。村民利用晴好天气抢
收抢种，描绘出金秋时节里的
靓丽好“丰”景。

2024 年，桦甸市粮食产量
保持稳定。截至 11月 1日，全
市粮食作物收获 12.20万公顷，
占播种面积的 94.23%。其中，
玉米 10.74万公顷，占播种面积
的 93.5%；水稻 0.27万公顷，占
播种面积的 100%；大豆 1.07万
公顷，占播种面积的 100%；其
他粮食作物 0.1万公顷，占播种
面积的 100%。据了解，今秋全
市水稻、玉米和大豆收成普遍
较好，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11亿
公斤以上水平。

今年，桦甸市继续落实各
项黑土地保护政策，因地制宜
推进化肥减量增效、保护性耕
作等技术措施，坚决遏制黑土
地退化，有效提升黑土质量，黑
土地保护进一步加强。截至目
前，全市新建高标准农田 0.5
万 公 顷 ，落 实 保 护 性 耕 作
0.692 万公顷，整治农田沟渠
490公里。

秋收期间，桦甸市充分发
挥农技推广机构专业人员作
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
导服务，引导农户分区域、分类
别，科学推进秋收工作有序展
开，在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的同时，有效提高粮食产量和
品质，农业技术推广继续推
进。今年全市重点推广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测土配方
施肥、绿色水稻栽培技术等 9
项农业种植技术，主推技术到
位率达到 90%以上。

为保障秋粮收获期间农机
道路安全和农机操作人员的安
全，强化秋收安全生产工作。
市农机推广站分组分片在全市
开展秋季农机安全排查整治行
动，严查“无牌无证”、违规载
人、农机维修网点安全设施不
达标等行为。加大秋粮收获安
全生产宣传力度，在全市各行
政村利用大喇叭循环播放农机
安全提示音频，在各村社显要
位置悬挂粘贴条幅，将宣传单
发放到农机户手中。截至目
前，共派出人员 150人次，发放
反光贴 3000 条，查处问题 80
个，切实保障秋季农机作业安
全。

桦甸:绘就金秋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