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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榆县耕地总面积
451万亩，素有“杂粮杂豆
之乡”的美誉。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以来，全县加大
资金投入，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战略目标，
全面推进落实种植养殖
产业发展，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成效显著。

大 力 发 展 生 猪 养
殖。依托通榆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的龙头优势，已
建成生猪养殖园区 4 个、
生猪存栏达到 23 万头。
2019 年 9 月，通榆县政府
出资1.1亿元在团结乡前
屈村建设完成生猪养殖
园区，通榆牧原与政府签
订租赁协议，所有租金使
全县26498户建档立卡户
受益。已脱贫和一星户
每户每年不少于 320 元，
二、三星户每户每年不少
于640元。2020年通榆县
政府将继续与通榆牧原
合作开展农业产业扶贫
项目，计划投资 5300 万
元。

大 力 发 展 肉 牛 养
殖。通榆县在什花道乡
成功创建省级肉牛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该项目由
通榆县政府主导，涉及全

县 5 个 乡 镇 26 个 行 政
村。园区将养殖、种植，
屠宰加工，有机循环、营
销推广等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带领农民土地集
约整合、规模化运营。在
标准化、科学化、智能化
种植养殖基础上，创新体
制机制，打造“优质高效、
特色精品、绿色生态、产
业融合”的肉牛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

大 力 发 展 庭 院 经
济。为全力推进通榆县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
略，深入挖掘农村土地资
源和农民增收潜力，近年
来，通榆县大力发展庭院
经济,坚持因地制宜、精准
施策。采取自主经营、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
困户”订单、委托经营3种
模式，使农民在家门口实
现 了 脱 贫 致 富 。 全 县
32308 户农户已完成 6.76
万亩庭院种植。

稳步推进杂粮杂豆
特色产业发展。通榆县
素有“杂粮杂豆之乡”的
美称，近年来，全县杂粮
播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
左右，占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的37.7%，产量40万吨，

占粮食总产量的 42.4%；
杂豆播种面积稳定在110
万亩左右，占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 30%，产量 10.9 万
吨 ，占 粮 食 总 产 量 的
11.4%。全县有杂粮杂豆
加工企业 10 余家。因有
多年的种植基础，打造了
产品品牌20余种。

打造辣椒产业。近
年来，通榆县依托天意农
产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的辣椒产业优势，将其作
为特色优势产业、绿色生
态产业、向纵深推进农村
产业革命的重要产业来
布局和打造，使得全县辣
椒产业已逐渐成为助农
增收、促农增效、帮农解
忧的“大产业”，也成为了
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2020 年
辣椒订单面积约 3 万亩，
带动农户7350户，其中建
档立卡户 1100 户。年加
工量 10 余万吨，打造了

“韩韩”辣椒产品品牌。
2019年，通榆县被认定为
吉林省第三批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创建单位。
目前，正在瞻榆镇创建通
榆县辣椒现代农业产业
园区，通过以瞻榆镇为核

心建设生产基地，实现区
域布局、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辐射带动5-8个辣
椒生产专业乡，20-30 个
辣椒生产专业村，为通榆
县特色产业发展起到示
范引领作用。

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和生态宜居环境为导
向，村屯环境卫生整治及
村屯绿化美化为重点，因
地制宜、分类实施，达到村
容村貌整体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持续改善。2020
年，全县开展村庄清洁乡
村两级投入资金 341 万
元，清理垃圾11.3万吨，清
理畜禽粪污10万吨，清理
沟渠1242公里，清理庭院
12万个，清理道路6322公
里 ，清 理 公 共 场 所 904
处。发动群众投工投劳15
万人次，雇用保洁人员
3996人，动用各种车辆、机
械2708台，张贴宣传条幅
共计 508 条，发放宣传单
34333份。

下一步，通榆县委、
县政府将持续推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持续抓好农
民增收，奋力推动通榆县
绿色发展，不断开创建设
美丽通榆新局面。

强化产业 改善人居

通榆持续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 杜白龙 侯立昌

多年来，永吉县始终坚
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不动
摇，持续推进以“三区一园”
为 核 心 的 农 业 现 代 化 建
设。万昌现代农业产业园
获省级认定，成功承办全省
乡村振兴现场会、全省林业
产业转型发展现场会等重
要活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
充分肯定。如今，永吉已形
成了产业鲜明、布局合理、
特色突出的农业产业体系。

强化基础，完善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粮食产业突
出优质高产。积极推广飞
机航化作业，提高优势主导
产业优质高产增收，2019年
粮食总产量80万吨。园艺
特产业突出精致高效。全
面推行园区建设规模化，重
点发展壮大20个农业特色
产业基地，特色农作物种植
面积达 6.8 万亩，园艺特产
业比重达 52.5%；畜牧业突
出精品高效。充分利用无
疫区优势，积极培育壮大肉
牛等特色产业养殖基地，推
动建设新（改、扩）建标准化
牧业小区；支持开展养殖、
加工和市场一体化示范项
目，2019年养殖业总产值比
重达到43.9%。农产品加工

业突出产业集聚，积极推动
适合永吉特色优势产业链
集聚，总产值比重达 3.5%。
农林牧渔服务业突出统筹
发展，谋划通过服务业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全年增加值
比重达9.31%。

突出优势，完善现代农
业生产体系。抓高标准农田
建设。新建高标准农田6.5
万亩，有效提升水稻生产提
质增效。抓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项目库建设。以村屯为单
位详细统计近年工程项目，
强化项目储备，逐步补齐“三
农”领域短板。抓农业生产
机械化。积极调整优化农业
机械装备结构和区域布局，
全县农机综合作业水平达
86.5%，在 2019 年评为全国
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抓农业生产信息化和科技
化。建设全县信息化平台，
构建天地一体的农业物联
网测控体系，创新推动“可
视农业”“5G+智慧农业”等
新型模式，全县农业信息化
率达100%，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63%。

聚焦市场，完善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积极开展农

产品品牌创建工作，推进
“万昌大米”公共品牌建
设。“万昌大米”所产区域是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
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国
家级绿色水稻种植标准化
示范区”，是国家绿办在全
国最早认定的绿色大米之
一，经农业部稻米及制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
测，产品质量全部达到国
家 A 级绿色大米标准，是
首个获得国家三重保护的
大米品牌产品，连续获得
第十一届、十三届、十五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
奖产品，2017年荣获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持续推动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全县新注
册成立家庭农场179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 17 个，市级
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42户以上，全县土地流转面
积已达到 38 万亩，占全县
现有土地面积的34.8%。加
快发展畜牧业和水产业规
模化养殖，全年生猪、肉牛、
羊、鹿、家禽饲养量分别实
现 48 万头、2.6 万头、2.3 万
只、0.54万头、1272万只，水
产养殖规模化率达 71.5%。

不断提升农村劳动力水平，
目前全县初中及以上农业
劳动力比例达80%。

提质增效，完善质量效
益体系。提高效率，坚持以
效率提升带动质量提升。
全 年 农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达
1.95 万元/人，农业土地产
出率达2.59万元/公顷。提
高收入，通过产业带动等方
式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
万元/人。提高农产品质
量，全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合格率达100%。

协同发展，完善绿色发
展体系。推进耗能降低，万元
农业GDP耗水量维持在505
立方米左右，万元农业GDP
耗能0.9吨标准煤左右。推进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农药减量
化达-0.5%，化肥减量化达
到-1.3%。推进农业废弃物
利用率，全年农业废弃物废弃
物利用率达85%。

统筹推进，完善支持保
护体系。全年农林水事务
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比重达到 46%。单位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的农业贷款
投入达到1.1万元。农业保
险深度达1.75%。

永吉：“三区一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冷雨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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