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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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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向阳街道凤凰

山采摘园农民杨树友，引进

种植热带水果火龙果成功，

串串红色果实吸引各方游

客前来游园采摘。图为火

龙果采摘的情景。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多年来，松原市宁江区持
续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绿色
农业基地和休闲农业等农业
项目高质量发展，粮食和果蔬
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使各
项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促进
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升了农
民收入。

站在民乐村现代农业高
质量示范区，感受到的是现代
农业发展带来的变化。“别看
今年雨水有些不够足，但是我
们的玉米长得还是不错的，马
上就准备开始第三遍追肥
了”，民乐村党支部书记张志
峰告诉记者:“水肥一体化就
是好，管道开春种地的时候一
起铺下去，农作物需要啥营养
咱就给啥营养，并且从种到
收，全程大型机械化，省时省
力，最关键的是还省钱。”

为方便集约土地，民乐村
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全村
农户现已经全部入社，形成以
合作社为主体，“产、学、研”深
度融合、“六统一”合作经营
（即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

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
一销售、统一核算）的生产模
式，在不改变经营权的基础
上，按照农户自愿原则，由农
机合作社统一组织，破除承包
地界限，实施机械化连片种
植，通过实施“六统一”模式每
公顷降低成本1000元左右，并
将 95%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
中解放出来。目前，全村长期
从事农事耕作的劳动力仅有
32 人，2019 年全村经济收入
7440元，人均收入18500元。

宁江区为推动农业增产，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2020
年省里批复全区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5万亩，预计总投资
6934 万元。同时大力发展专
业合作社，目前全区在工商部
门注册的共有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 1001 个，集约土地亩数
102430 亩 ，带 动 农 户 数 为
6734户，最突出的经营管理模
式为 25 家”六统一”模式，还
有自主经营、代耕代种等管理
模式。通过科学技术应用和
土地集约化管理，全区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保证了
粮食总产量稳中有升。

傍晚时分走进杨家村，刚
刚到村头，就能听到人声鼎
沸。村党支部书记黄彦宇告
诉记者，现在附近的村民都习
惯晚上来杨家村休闲娱乐中
心玩，有花海、荷花池、凉亭等
休闲区，有羽毛球、轮滑等运
动区，还有野餐烧烤区，大人
孩子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

往村里走的时候，一排排
大棚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
里的大棚除了种植错峰果蔬
以外，根据市场调研，我们还
发展了果蔬采摘区。利用科
技手段对油蟠桃、火龙果、葡
萄、车厘子、果树等休眠期开
花期进行控制，实现错时开
花、不间断采摘，每月都有可
供采摘品种，有花可供观赏，
形成全年采摘、开园赏花的新
格局。”大棚前每隔 5 米有一
块牌子，写有姓名电话。黄彦
宇介绍，这是菜园认领区，可
根据市民订单需求，采用可追
溯、专人管等手段打造标准化
精品绿色菜园认领区，认领人

可利用休闲时间携亲友体验
农耕收获乐趣，也可委托本地
农户种植、采摘、送货。认领
人通过监控视频可随时查看
到园内作物生长情况。同时
配合民宿，让市民可玩、可种、
可住。

“我们村一直发展棚膜果
蔬经济，自从成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后，在建设中的定
位是打造集食、购、游、娱为一
体的都市休闲农业展示基地，
将单一棚膜果蔬逐步向休闲
农业与乡村观光旅游的方向
靠拢，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现
在的杨家村是环境优美、乡村
整洁、百姓和谐，早已成为远
近闻名、人人向往的美丽休闲
乡村。

宁江区在大力发展棚膜
和露地果蔬产业的同时，鼓励
村屯结合果蔬种植发展农业
休闲产业，通过打造杨家村这
种集食、购、游、娱为一体的都
市休闲农业展示基地，带动
周边村屯一起发展，形成洼
地效应，带动农民多渠道增收
致富。

保粮食增产 保农民增收

宁江区走出农业增产新路径

本报讯 李樊 报道 8月17日，文化和旅
游部资源司召开“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验收认定创建陈述电视电话会议”，集安、
长白山池南区、梅河口等3地相关负责人齐
聚位于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吉林分会场，介绍
当地因地制宜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经验
做法，分享将旅游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重要抓手后给当地带来的新变化。

今年，省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吉林省全域旅游发展重点工作任务清
单》；省文旅厅稳步推进“吉林文旅春风计
划”落地实施，印发《吉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管理办法（试行）》，多次开展全域旅游示范
区线上、现场培训，实施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省级验收认定等；省内多地真抓实干、创
先争优，全力冲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据介绍，集安把旅游业摆在优先发展的
位置，游客数量3年年均增长17%，旅游综合
收入3年年均增长24%。当地着力构建一个
大格局、打造一个大景区、培育一个大产业、
凝聚一个大共识、塑造一个大品牌，目前，形
成了规划融合、景区建设、市场规范、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长白山池南区秉承大文旅发展理念，沿
着狭长的边境线发力，让长白山南景区、讷
殷古城、老黑河遗址、野鸭湖等景区景点与
当地的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机联
动。在完善景区服务功能、加快服务设施建
设的同时，还谋划了恒大冰泉工业旅游区、
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多种业态，形成了“多
点打造、串点成线、连线成片”的旅游发展格
局。

素有“长白山门户”之称的梅河口市，正
在全面打造“城景一体、主客共享、宜居宜
游”大旅游综合体助力经济更快发展。自
201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以来，全市各部门积极开展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形成全民参与、全民
建设、全民共享的创建氛围。

我省以创新引领、实效为本，全面推进
落实国家全域旅游战略，正在朝着“全景式
规划、全时段体验、全业态融合、全要素集
聚、全领域覆盖”的具有吉林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阔
步迈进。截至目前，国家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已占我省县市区总数的57%，全省A级旅游景区达232
家，乡村旅游点达2000多家，列入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名录的行政村达10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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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静 王万峰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绿草如茵、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直升
机轰鸣、无人机翱翔。8月19
日，吉林省首次草原生物灾
害应急演练在大安市姜家甸
草原举行。

随着人口增加和对草原
开发利用强度加大，草原面
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草原生
物灾害发生形势十分严峻。
吉林省地处农牧交错带，草
原生物灾害不仅威胁草原生
产生态安全，同时也威胁农
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为加强
全省草原生物灾害应急防治
能力，提升业务人员生物灾
害防治水平，省林业和草原
局组织了这次草原生物灾害
应急演练。

此次草原生物灾害应急
演练科目包括：直升机飞防
演示、无人机飞防演示、自走
式喷杆喷雾机演示、背负式
喷雾器演示、毒害草防治演
示、草原生物灾害图片展等
科目。全省各市县林草局的
主管局长、草原站站长和相
关工作人员共 160 人参加了
此次演练。演练共出动直升

机１台、无人机16台、自走式
喷杆喷雾机４辆、背负式喷
雾器10台、割草机4台、特制
桶锹 6把。

省林业和草原局高度重
视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工作。
2020年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
共下达国家专项防治补助资
金 474 万元。计划防治面积
79万亩，其中鼠害40.4万亩、
虫害 38.6 万亩，在全省范围
内确定了 22 个重点防治区
域。设立虫鼠害监测点 22
个，完成鼠害防治投药 40.4
万亩。

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段永刚说：“通过举办草原生
物灾害应急演练，让大家学
习了草原生物灾害防治技
术，了解新的草原生物灾害
防治设施设备，并以这次应
急演练为推动
草原生物灾害
防治工作的契
机，全面提升
重大草原生物
灾害防治的快
速反应和应急
能力，为确保
全省草原资源

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作出应
有的贡献。全省各地要充分
认识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工作
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提高意
识，强化落实。要强化组织
领导，尽快理顺防治工作职
能，建立健全防控指挥协调
机构，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完
善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防控
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要认清
形势，增强做好草原生物灾
害防治工作的责任感，持续
推进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工
作有序、有力、有效展开；要
理清思路，突出重点，切实
做好 2020 年草原生物灾害
防治工作；坚持创新驱动，深
化防治机制创新，推进防治
科技创新，推动草原生物灾
害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

我省首次开展草原生物灾害应急演练

距大田作物成熟还有一
段时间，在农安县烧锅镇前
进村一大片瓜田里，瓜农们
正熟练地采摘装车，满载的
一车车西瓜即将被运送到全
国各地。瓜农李双拉着剩余
的一整车西瓜到集市上售
卖，这名种瓜“老把式”介绍，
摘下来的西瓜一部分直接卖
给客商，一部分在集市上零
售，总体算下来，收入还不
错。

作为农安县瓜菜规模化
种植的主要产区，烧锅镇依
托临近长春市区的地理优
势，鼓励农民发展特色富民
产业，今年烧锅镇着力推动
瓜菜产业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引进新优品种、优化产业
布局、拓宽销售渠道，效益持
续向好。

瓜菜市场零售价格高，
镇里就想方设法规范原有的
马路市场，建起酒工坊农贸
集市，为周边瓜农在家门口
增收创造好环境。目前该农
贸集市已入住规模瓜菜种植
户近60户，设置了80余个摊
位和 100 余个售卖车位，基
本保障了瓜菜价格稳定。

5月初开始种植，7月末
大规模上市，两个多月的辛
勤劳作，不仅获得了丰收，也
让烧锅镇出了名的西瓜得到
客商的认可。

在烧锅镇，还有很多瓜

农和李双一样，待西瓜收获
后，复茬种起秋菜，进一步增
加收益，提高土地利用率。
从最初的玉米，到现在的西
瓜和蔬菜，烧锅镇农民种植
结构发生了变化，腰包也鼓
了起来。

烧锅镇瓜农孙洪波今年
种了 4 公顷西瓜，收入是种
玉米的3倍。他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每公顷西瓜产量7.5
万公斤，再加上二茬的蔬菜，
一块地两次丰收，每公顷产
值8万元以上，净收入达到4
万元以上。

今年，烧锅镇瓜菜种植
面积超过1000公顷，已成为
全镇促农增收的支柱产业。

小集市助力烧锅瓜菜双丰收
□ 梁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