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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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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农学院张振宇副教授课题团队，通过与通化市农业科学院合作在吉林市周边项目区集

成配套东北平原中部直播稻区区域性化肥农药减施技术并进行规模化示范。在通化市、梅河口市建设了2.5万亩技

术示范区。项目实施区直播稻群体结构得到显著改善，耕地质量逐步提升，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确保直播稻生产

过程化肥农药减施、增效。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赵丽娜 迟悦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近期，
长春市九台区连续遭遇三场台风，降雨集中，致
使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的倒伏，给
农业生产造成了一定损失，也给常规的机械化收
获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为有效防灾减灾，做好因台风造成的倒伏农
作物机械收获工作，九台区农机总站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加快对安装扶禾装置的收获机械进行技
术指导和安全操作培训，以提高作业质量和作业
效率，力争把因台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龙嘉街道付浩农机合作社的农机库房里，
几名工人在农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正在为玉米
收割机加装扶禾器，合作社理事长付浩一边安装
调试机械，一边与农机专家进行交流。通过多年
的实践，他对倒伏玉米收获方面经验颇多，而且
有着自己的办法：“今年虽受台风影响玉米倒伏，
但在专家指导下科学安装扶禾装置，有农机技术
人员现场指导我们进行秋季收获，大大提升了玉
米收获作业质量和作业效率，合作社的300公顷
玉米收获已不是难题，玉米倒伏损失不会太大，
为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据了解，九台区现有玉米收获机械 2238 台，
需要安装扶禾喂入装置的收获机械近1300台套，
目前，九台区农机总站已联系相关厂家，加快对
收获机械的加装和调试速度，并且邀请农业部推
广鉴定专家实地指导，科学加装，提出建议方案，
同时选派百名农机技术人员入户进行技术指导
和安全操作培训，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的作用，
确保秋季收获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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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省
国资委与双辽市茂林镇靠
山村和孟益村结成帮扶对
子。从帮扶伊始，省国资委
就派遣精兵强将，强健基础
筑堡垒，因地制宜抓发展，
在与村两委和双辽市帮扶
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破解了
一系列脱贫攻坚工作中的
难题，使靠山村和孟益村呈
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发展
局面。

2016 年省国资委驻村
干部来到村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开展走访调研，详细了
解村里的情况，研究破解发
展中的难题。经过搜集大
量资料，省国资委驻村工作
队发现当地有种植地瓜的
历史，但是都是小打小闹，
没有形成规模，于是他们决
定从种植业结构调整入手，
发展经济作物规模化运营，

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之路。
金秋时节，省国资委驻

村工作队走进茂林镇孟益
村，偶遇建档立卡贫困户张
祖祥，他正在自家的地瓜地
里进行田间管理。他的妻
子瘫痪在床没有劳动能力，
每年看病需要一笔不菲的
医疗费用，这让他们一家陷
入困境。驻村工作队来到
孟益村后，张祖祥在队员的
帮助下开始种植地瓜，并逐
年扩大规模，肯钻研的他也
成了当地有名的种植能手，
去年张祖祥凭借地瓜种植
成功地打了翻身仗。

经过几年的调整，现在
的孟益村种植业结构更加
合理，由于每公顷地瓜收入
是玉米的 4 倍，较高的效益
得到了农民的认可。为了
让农民的地瓜能够卖上好
价钱，驻村工作队广开销

路，促进当地地瓜产业形成
了规模种植、统一品种、销
售畅通的种植发展模式。

除了在产业上下功夫
外，省国资委还大力开展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村屯环境
整治，帮助困难群众开展庭
院养殖等工作，并投资30万
元在孟益村兴建了一处180
平方米的老年公寓，解决了
4 户贫困无房户的住房问
题。现在的孟益村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农民生活环境
逐步向好。

在茂林镇靠山村的党
群服务中心内，省国资委下
派靠山村第一书记邢世明
正在和村干部商讨村里的
发展规划。据邢世明介绍，
在 2016 年他刚来到靠山村
时，这里连个开会的地方都
没有，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
党员的凝聚力，邢世明决定

从建设高标准办公场所入
手，他的想法得到了省国资
委的认可，并出资30万元修
建新的办公场所，在2017年
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建设
完成。现在的党群活动中
心，包含会议室、便民服务
大厅、图书室等分区，功能
齐全，设施完备，实现了干
部活动有场所、党员教育活
动有地方、农民办事更便
捷，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向
心力显著增强，为靠山村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保障。

为了让贫困群众能在
家门口进行常规体检，省国
资委还出资 10 万元为村卫
生所购进了血液分析仪、尿
常规检测仪以及心电图机
等化验仪器，让困难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先进的
医疗服务。

强健基础筑堡垒 因地制宜抓发展
——省国资委多举措助力包保村脱贫

□ 刘洋 曾祥焱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张驰 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9 月 16 日，记者从省
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近期，我省连续遭遇三次
强台风袭击，玉米、水稻等农
作物出现倒伏情况。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
时关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
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省政府召
开常务会议研究农业救灾减
灾措施，决定安排省级资金，

对受灾倒伏农作物收获机械
和加装的辅助喂入装置实施
补贴，提升农机装备能力，调
动农民减灾自救积极性，努力
把农业损失降到最低。

按照补贴要求，一是要对
新购玉米收获机、全喂入水稻
收获机实施省级补贴。省农
业农村厅发布一批补贴产品，
农民购置这些机具，可在享受
中央农机购置补贴的基础上

再获得省级补贴。省级资金
的补贴比例总体上按不超过
单价的20%掌握，中央和省级
补贴累加最高不超过产品市
场销售价的50%，玉米收获机
单机最高补贴5万元、水稻收
获机单机最高补贴 2 万元。
省级补贴产品的购置时间从8
月 27 日即 8 号台风进入该省
时间算起，补贴办理时间从即
日起到10月31日止。

要对玉米收获机加装辅
助喂入装置给予补贴。对现
有玉米收获机新加装辅助喂
入装置实施省级补贴（不享受
中央补贴），补贴比例总体上
不超加装费的50%，每台（套）
最高补贴4000元。

补贴范围覆盖因台风影
响受灾的所有县（市、区），补
贴对象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
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补

贴重点向规模化种植大户、家
庭农场、农机合作社、农机大
户等倾斜，补贴申领程序按照

“自主购买（加装）、先购（装）
后补、县级结算”方式进行操
作，补助资金根据各县（市、
区）受灾面积预分配补贴计划
指标，省对市县统一结算，据
实兑付。

据介绍，中央农机补贴政
策是针对全省范围内开展的

普惠制惠农兴农政策，补贴机
具种类比较全面。此次倒杖
农作物收获机械省级补贴政
策是省政府针对今年台风造
成的灾情紧急出台的救灾抢
收政策，重点针对受灾较为严
重的地区，对具有收获倒伏农
作物的自走式玉米收获机和
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全喂入）进行省级累加补贴，
与中央农机补贴并行。

我省将对受灾倒伏农作物收获机械实施省级补贴

玉米收获机单机最高补贴5万元 水稻收获机单机最高补贴2万元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县域
有机产业发展交流会在抚松县
举行。本次交流会邀请国家生
态环境、市场监管相关主管部
门、有机行业专家学者、有机生
产企业以及有机基地建设示范
试点县与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代
表和来自全国各省的 20 个县
域代表参加。

本次交流会上，多名行业
内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进行主
题演讲，共同探讨县域有机食
品产业发展、提升“两山”转化
路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区域
有机产业与乡村生态旅游耦合
发展等议题，传播有机发展理
念，提高县域有机产业影响力，
协力打造上下游产业链，实现
有机行业信息共享，提升有机
产业发展水平，促进我国有机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会上，还
签署了《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政
府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战略合作协议》与

《抚松县人民政府与生态环境
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战略合作
协议》。

抚松县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以“一谷一城”战略为引领，
全力推进“一区三城”建设，即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国
际旅游名城、中国矿泉名城、长
白山医药特产名城，积极打造
绿色产业发展新引擎。近年
来，抚松成功创建了首批国家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示范
县、首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
色防控示范县和绿色高质高效
示范县。抚松人参被认定为国
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品牌
估值达 206.32 亿元，抚松蓝莓
被认定为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年产值达3.9亿元。全县共
有 45 户企业加入全市绿色有
机产业联盟，良好的资源禀赋
和深厚的发展底蕴，使抚松在
发展有机产业上展现出了强大
活力。

白山市将以此交流会为契
机，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围绕九
大特色版块，加快有机产业集
群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全
面打响白山绿色有机品牌，把
白山打造成全国有机产业发展
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第二届全国县域有机产业发展交流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