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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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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乾安县余字乡后盈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20栋
大棚内进行特种经济作物种植，无雨香瓜复种新品种哈密
瓜，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王殿海 于淑荣/摄

靖宇县以“一谷一城”建
设为契机，采取多项举措将资
源优势、政策优势、区位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发展优势，全力打造标准种
植、精深加工、集散交易的食
药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人
参、平贝母、北五味子为主的
中药材；蓝莓、山葡萄、大果榛
子为主的经济林；黑木耳、平
菇、榆黄蘑为主的食用菌等食
药产业发展迅猛。产业规模
达到10.6万亩，年产值突破15
亿元，成为实现农村脱贫攻
坚、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
产业。

擦亮产业底色
基础坚实显优势。靖宇

县有着发展人参中药材等食
药产业的良好基础。在20世
纪 90 年代，县委县政府曾经
提出发展“参、蛙、菌、药”四大

主导产业，并且采取多项举措
加以推进。经过多年积淀，食
药产业得以稳步发展，产业化
初具雏形。食药产业快速发
展，培养锤炼了千人以上的乡
土专家和农村实用人才，成为
食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遵循规律兴产业。靖宇
县茂密的森林资源、冷凉多雨
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偏酸
的土壤结构，长白山腹地的特
殊区位，决定了发展食药产业
条件得天独厚。多年来，靖宇
县遵循客观规律，坚持保护开
发并举，在食药产业发展方面
探索实施了林下栽培、林药间
作、仿野生栽培等多种产业生
态运作模式，实现了生态与产
业的“良性互动”。

精心谋划提标准。早在
20 多年前，靖宇县就提出了

“生态立县、产业兴县”的食药

产业发展战略。把人参农特
产品加工和医药产业作为振
兴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进行
培育，聘请相关专家科学编制
了靖宇县食药产业中长期发
展规划。坚持高标准规划，高
质量运作、高水平推进。随着
产业推进程度不断对规划进
行完善和优化，突出产业发展
质量。

提升产业成色
基地建设推标准。坚持

发展绿色产业，为人类健康事
业做贡献的理念，积极推进食
药产业标准化基地建设。严
格执行农产品安全管理法规，
积极推行农药化肥减施、绿色
生态种植技术，从源头保证农
产品质量。全县建设标准化
人参、北五味子、平贝母、蓝
莓、食用菌等特色种植，林蛙、
梅花鹿等特色养殖基地40多

个，建设食药产业专业村 35
个。

突出研发创品牌。域内
龙头企业积极与科研部门寻
求技术合作，全力进行新产品
开发。长白山皇封参业、中民
康达药业、三宝堂生物科技等
龙头企业先后研发了“紫红
参”“人参咖啡”“人参茶珍”

“人参纯粉片”“林蛙油软胶
囊”“灵芝孢子粉软胶囊”等20
多种食药新产品。“人参茶珍”

“人参纯粉片”“吉珍三宝”系
列产品被评选为“吉林名牌产
品。”

质量提升抓认证。积极
帮助龙头企业和农村新型经
营主体生产高质量的有机绿
色农产品。全县有14户企业
的26个基地和产品取得国家

“两品一标”认证，有机绿色农
产品种植规模达到 2.8 万亩。

以山野菜、食用菌为主的绿色
山珍食品；以人参、林蛙油为
主的绿色保健品；以蓝莓、山
葡萄为主的绿色浆果产品加
工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突出产业特色
产业集散拓市场。靖宇

县道地药材交易中心经营着
上百种长白山特色农产品。
尤其是北五味子、平贝母、林
蛙油等特产品交易量占到东
北产量的 60%以上。总投资
4.5 亿元的“长白山道地药材
交易中心”扩建项目即将完
成。中心将全力打造集仓储、
交易、配送等多功能的国际化
道地药材交易平台，有效提升
长白山食药产品在国内外市
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载体推进添活力。依托
产业基础和产业亮点，积极争
取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支

持。申报争取了农业部“国家
级农业产业强镇”；省农业农
村厅“长白山道地药材产业
园”“靖宇道地药材吉林省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吉林省发
改委“三道湖蓝莓小镇”“靖宇
道地药材小镇”等政策性扶持
项目，预计将有 2000 万元左
右的资金支持。

科技助力上水平。由龙
头企业牵头，与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药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
中药材学院、长春中医药大
学、吉林农业科学研究院等20
多所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建
立了广泛的联系，进行了密切
合作，申报实施食药产业科技
项目 80 多个，投入科技牵导
资金 2800 多万元，取得 12 项
省级科技成果，获得市级以上
科技进步奖和技术推广奖16
项。

靖宇：打造食药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 张贵友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李妺 记者 郭
小宇报道 金秋九月，稻浪
金黄，又是一年丰收的季
节。9 月下旬以来，长春市
九台区陆续开展水稻收割
工作。

走进龙嘉街道水乡村，
记者看到，金黄色的稻粒饱
满，沉甸甸地压弯了稻秆。
成熟的稻香气息扑面而来，
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两台大型收割机正在金黄
色的稻田中来回穿梭，收
割、运送、晾晒，稻农正抢抓
时间，全力收割。

李松在是龙嘉街道水
稻种植大户、农乐种植家庭
农场负责人。今年，在街道
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李松在
采取稻田养鸭的方式，节
肥减药，种植稻花香和小

粒香等品种水稻 55 公顷，
依 靠 科 学 种 田 获 得 好 收
成。

每年国庆节前，李松在
都会抢收一部分水稻，这一
时期的大米不仅销量好，而
且价格高。李松在种植加
工的松优绿色有机大米主
要销往北京、上海、山东等
地。

据了解，龙嘉街道立足
地域资源优势，沿饮马河、
雾开河流域连片种植水稻
1625公顷，带领农民走集约
化、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经
营之路，在保证产量的同时
不断提高水稻品质。虽然
今年经历了干旱和台风等
恶劣气候，但收成依旧很
好，预估公顷地产量可达
1.6－1.7万斤左右。

稻谷飘香收割忙

又是一年秋收时。玉米、
水稻是我省主要高产粮食作
物，其产量如何，关乎我省能
否实现全年粮食丰收的目
标。今年受台风影响，部分地
区发生玉米倒伏现象。如何
确保粮食安全，保障颗粒归
仓？近日，笔者走进田间地头
探寻答案。

在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
房身岗子村一望无际的田野
里，一浪高过一浪的水稻已变
得金黄，沉甸甸的稻穗迎风招
展。伴随着收割机“轰隆隆”
的响声，切割、脱粒、粉碎稻秆
等工序一气呵成，农民们正将
袋袋颗粒饱满的粮食打包装
车，处处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

景象。
“喜看稻菽千层浪，一看

就是丰收相。今年，我省水稻
生产选用抗倒伏品种，秆壮苗
强，配套科学栽培技术，整体
水稻生产形势很好。”省农业
科学院水稻所研究员全东兴
感慨道。

适时收获是确保稻谷产
量、稻米品质、提高整精米率
的重要措施。谈及水稻收获
标准，全东兴一边介绍一边在
田间展示：籽粒饱满、坚硬，
95%颖壳发黄，籽粒含水量在
20%-25%时就达到最佳收获
期了。收获过早，籽粒不饱
满，千粒重降低，青米率增多，
产量降低、品质变差；收割过

晚，易折穗落粒，稻谷水分含
量降低，加工整精米率偏低。
一定要适时收获，确保丰产丰
收。

在朝阳坡镇城子上村，笔
者看到两台自走式玉米联合
收割机在玉米田间穿梭，一个
个玉米被摘穗、脱皮“吃”进

“肚”里，通过输送管道传送到
卡车上，转运储存。

“从今年前期气候条件来
看，有利于玉米生长发育，没
发生倒伏的地块丰产潜能得
到充分发挥，单产水平较往年
有所提高。”省农业科学院玉
米所研究员苏义臣说，“对于
受灾地块，玉米大部分进入蜡
熟期，虽然倒伏了，但干物质

积累仍然在持续进行，产量损
失会进一步降低。”

对于如何判断玉米收获
最佳时间，苏义臣也给出了答
案：从外观看，苞叶变成黄白
色，松散；从籽粒看，基部尖冠
处出现黑色层，乳腺基本消
失，整个籽粒变硬，出现固有
色泽，标志玉米达到完熟期，
可以选择适宜时期收获。适
时晚收，可以有效增加产量，
改善营养品质和商品品质，降
低收获含水量，有利后期脱
粒、储存。

针对倒伏玉米收获后储
存管理，苏义臣建议，应及时晾
晒，降水，清理霉变子粒，确保
不焐粮不坏粮，减少储粮损失。

喜看丰收景 颗粒归仓忙
——秋收季见闻

□ 丁晓云 闫虹瑾

本报讯 孟凡明 报道 日
前，“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百
佳县市”榜单新鲜出炉，榆树
市作为我省惟一入选城市光
荣上榜，以总评分92.61居第
25位。

本年度榜单实际涵盖全
国2657个县域行政单位进行
排位，以网络大数据、县域专
题调研、社会公众态度和专
家评审进行加权综合测评得
出结果。榜单实行全网数据
解析，设定社会保障、城市环
境、生活水平、社会评价、就
业创业、社会认可、个人情
绪、生活基本要素等 8 个网
络数据评榜维度，设立社区
服务、社会福利、绿化建设、
空气质量、居住环境、交通出
行、文化娱乐、归属感等 120
个关键词标签，得自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的数据，全程
采集的客观资讯信息超过 1
亿条。

近年来，榆树市高度重
视和关心关注民生工作，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

基本生活，使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全市以
决胜攻坚“百日会战”为载
体，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
能 级 、经 济 量 级“ 三 级 工
程”。围绕“绿色粮仓、大美
榆树”主题，重点完成沃土良
田绿色屏障、大美榆树绿色
通道、乡村绿化美化三项任
务，提升 6 个亮点村村容村
貌，完善59个示范村基础设
施，推动388个行政村全面绿
起来；除火车站站房改造工
程、站前广场改造工程、两侧
棚户区改造工程外，还对 17
个老旧小区、60 栋楼房进行
整体改造，提升城市能级；坚
持专班跟进、专人对接、专项
推动，做大经济量级，聚焦农
牧资源上项目，投资 2 亿元
的肉牛养殖园区正在规划
中，投资20亿元的百万头生
猪养殖循环产业链项目成功
签约，畜禽粪污处理中心项
目正在建设，正大 5 个种鸡
厂、1个孵化厂即将开工。

榆树获评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百佳县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