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象展示 JI LIN NONG CUN BAO■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王彩玲2020年2月7日 星期五农村版 12
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

息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
的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
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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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满
语“果实”之意，这里地

处长白山余脉向松嫩平原过
渡地带，是黑土地“黄金水稻带”，历

史上是出产贡米的地方。四时更替，
春去秋来。金秋时节，舒兰稻浪飘香，沙
沙作响，涌动着的是曾经播种的希望。田
间地头，农民们的笑语欢声，合成一首丰收
的歌，这歌声里咏唱着金色的果实！凛冽
寒冬，舒兰银装素裹，走冰踏雪，踩实着
的是即将迎来热望。农家乐里，游客

们的张张笑脸，定格成一张发展
的影像，这影像里凝结着彩

色的梦！

金黄色的舒兰——稻香沁透 颗粒归仓
做大做强“舒兰大米”品牌，舒兰市委、

市政府将目标确定在做强一个产业、带动
一方百姓致富、打造一张地域名片、促进一
座城市快速发展的高度上。

作为国家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绿色
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市）、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试点县、国
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舒兰的农
业基础较好，特别是水稻种植条件极佳。
随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按有机绿色舒
兰大米年产能力 20万吨、价格 30-40元/公
斤计算，年销售收入可达 60-80亿元，税收
至少实现2-3亿元，舒兰大米不仅可以成为
富民产业，也会成为强市的重要支撑，于
是，舒兰人不断换挡，加速“舒兰大米”品牌
打造：建设现代农业与观光一体化示范区
——“稻花飘香—现代农业综合体”项目；
规划建设占地64万平方米的现代粮食仓储
物流交易产业园；并计划用 3-5年时间，打
造舒兰大米从种到销的全程高端化，重新
诠释舒兰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内
涵。2019年 4月，“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为舒兰亲笔
题字“中国生态稻米之乡——舒兰”，并在8
月，成为舒兰市人民政府首席顾问。

各龙头企业、各新型经营主体也是奇
招妙招叠出。被称为“莲妹子”的返乡创业
大学毕业生蔡雪就是其中之一，青春靓丽
的她着一身传统农家女装束为自家吉米米
业的“三莲”牌大米代言。

29岁的蔡雪，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
从零做起，吸纳50户农民，成立了舒兰市农

丰水稻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通过科学规范
化管理，与农民建立最低收购价格保障标
准，采用“企业+基地+农民”的订单模式进
行有机水稻、生态水稻开发和种植。经过
几年的发展，合作社已经发展成集新技术
推广、稻米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合作组
织，形成完整的有机水稻产业链条。为每
户社员平均增收5000余元，带动80余名村
民就业，工资性收益平均每户增加 1万余
元。通过利用本地盛产优质水稻的自然优
势，规划地块，落实面积，签订种植收购订
单，推进有机水稻基地建设，开启与农民一
起发家致富的创业之路。
雪白色的舒兰——素雅壮丽 风情浓郁

2019年入冬以来，我省连续降雪，这可
把“吉林雪乡”二合屯的村民们高兴坏了。
位于舒兰市上营镇马鞍岭村的二合屯,每年
平均降雪量为 45厘米，最高达 1.5米深，积
雪期长达5个半月，且雪质好，粘度高，是吉
林地区年降雪量最多的村落。舒兰市委、
市政府按照“白雪换白银”“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指示精神，高规格、大手笔启动
了二合雪乡冰雪旅游景区打造工程，经过3
年的建设实施和宣传推介，目前“吉林雪
乡·舒兰二合”已成为省内知名旅游景区，

入选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
例。

眼下，有了二合屯的成
功样板，舒兰市政府欲继续
扩大“白雪换白银”的版图，
紧抓冰雪全产业链，以“吉
林冰世界，俄式南阳情”为
主题，打造“吉林雪乡·舒兰
二合”的差异化互补产品
——“吉林俄式冰韵小镇·
舒兰南阳”。按照规划，舒
兰市将把小城镇四合村南
阳屯现有的俄罗斯风情特
色与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冰
雪资源有机结合，建设和完
善特色冰雪体验、亲子游乐

等旅游产品，丰富旅游功能，提升旅游品
质，打造以嘉临线为轴线的舒兰多元混搭
乡村旅游集聚带。冬季的舒兰像一幅缓缓
绘就的水墨画卷，有留白，有重彩，迎你前
来，使你流连。
银灰色的舒兰——精益求精 铮铮有声

钼矿为舒兰市惟一金属矿，资源储
量大、开发条件好，所产钼精矿杂质少，
适合加工高端钼产品，是中国乃至世界
质量最好的钼精矿之一，是国内钼深加
工不可或缺的优质原料。目前已探明

钼矿资源三处，分布在开原镇、小城镇、
七里乡等地，查明金属量 71.9 万吨，预
计远景钼金属储量可达 130 万吨以上。

舒兰市按照吉林市委、市政府“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行”的要
求，全力推进钼全产业链开发利用。去
年以来，对标国内大型钼产业企业，舒兰
市积极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先后 10
余次赴西安等地推介招商，与陕西有色
金属控股集团公司、陕西省金堆城钼业
集团公司、中国有色金属西安勘察设计
研究院进行交流洽谈，并先后五次邀请
金钼集团、西勘院来舒兰考察洽谈，共商
吉林钼产业园规划建设计划。

多彩舒兰的发展蓝图正在绘就，砥砺
奋进的光辉梦想正在召唤。这片孕育生
机的热土，稻谷飘香；这片白雪皑皑的大
地，银光闪耀；这片辽阔富饶的沃土，储
矿藏金。舒兰——发展路上，锐意正浓。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
物技术研究所成立于 2003 年，
是一所以农业生物技术和现代
作物育种基础研究为核心的专
业性研究机构，也是“国家转基
因玉米、大豆中试与产业化基
地（公主岭）”“吉林省农业生物
技术重点实验室”“吉林省作物
转基因科技创新中心”和“吉林
省农作物生物技术改良工程实
验室”的技术依托单位。作为
国家转基因战略部署和区域农
业生物技术创新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研究所紧紧围绕国家
和区域农业发展需求，以东北
主要农作物的生物技术遗传改
良新品种培育及其关键技术为
突破口，研发具有重大创新性
的研究成果或产品，为提升国
家和区域农业生物技术自主创

新能力，加快农业生物技术产
业 发 展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技 术 支
撑。

研究所目前在编人员 54人，
其中博士 17人、硕士 24人，硕士
博士占职工总人数的 76%。组
建了主要作物生物技术种质资
源创新、大豆生物技术研究与应
用、植物环境安全研究与应用、
经济作物生物技术育种、植物生
物反应器工程和作物分子育种
研究与应用等 6 个创新研究团
队。

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展 ，研究所
在主要农作物生物技术育种研
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建
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玉米、大豆
和水稻规模化遗传转化技术平
台。该平台集基因优化与改造、
规模化遗传转化、高通量分子检

测、规范化种质鉴评以及新一代
分子标记辅助回交转育等技术
于一身，实现了我国农作物生物
技术育种研究从小规模的基础
研究向工厂化生产的过渡。研
究所先后承担了我国“十五”“十
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的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培育出了一批
具有产业化应用价值的转基因
玉米、大豆、水稻新品系，引领着
我国养分高效利用转基因玉米
和抗病虫转基因大豆的新品种
研发工作。另外，研究所在植物
叶绿体生物反应器、苜蓿生物技
术育种及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
研究方面也形成了鲜明的研究
特色和技术优势。水稻和紫花
苜蓿的叶绿体遗传转化技术以
及苜蓿三系杂交育种技术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基于黑土生
态系统的转基因环境安全评价
研究，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
化 提 供 了 技 术 支 撑 和 安 全 保
障。在国家和我省相关部门的
支持下，研究所技术创新和成果
转化能力稳步提升。建所以来，
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200 余
项，累计经费近亿元。获省、部

级科技奖励 16 项；获授权国家
发明专利 4项；审定品种 3个；发
布国家标准 3项，地方标准 2项；
在国内外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 200 余篇，主持或参与编写
论著或宣传手册 10 多部；通过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等方式实现成果转化 10 余项，
充分发挥了研究所在国家和区
域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中的功能
与作用。

研究所始终把广泛的交流与
合作，作为实现一流研究所战略
目标的重要措施之一。组织承办
了“第一届叶绿体基因组与遗传
工程国际研讨会（2007年）”“第十
一 届 全 国 植 物 基 因 组 学 大 会
（2010年）”“农业生物技术高层论
坛暨第三届全国农业生物技术研
发机构联谊会（2014年）”“首届美
国先锋公司（柯棣华）学术研讨
会”等学术会议 20余次。与英国
PBL公司、英国洛桑试验站、苏格
兰国家作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科院等30多家国内外研究
机构和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多渠道、多层次的拓宽国内外
合作渠道。

作为国家重要的转基因生物
科普阵地，研究所建设了 120 平
方米的转基因生物科普展室，
每 年 接 待 3000-4000 人 次 的 参
观学习。通过开展科普讲座与
培训、出版科普作品等多种方
式，面向公众进行转基因技术
的科普宣传。其中，研究所编
写的科普系列作品《神奇的转
基因技术》被农业部选为“十一
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中“转
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专项成
果展示的指定科普资料，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研究所目前已成为我国农
业生物技术集成与创新、新品种
培育、国内外合作交流及科普宣
传的重要平台。进入“十三五”
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大胆研发，慎重推广”的总体思
路，研究所将继续围绕国家和区
域农业发展战略，针对国家及吉
林省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
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大胆探索、真抓实干、攻坚克难，
为我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
贡献。

有产业 有梦想

多彩舒兰意正浓
□王威莹

研发与探索 砥砺新征程
——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王威莹

舒兰大米形象代言人蔡雪

钼矿

雪乡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