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丁晓云 报道 为有效应对寒潮
降温天气对全省设施园艺生产造成的负面
影响，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认
真抓好棚室生产管理工作，全力保障元旦、
春节期间“菜篮子”市场供应。

做好寒潮预警工作。此次寒潮降温天
气涉及范围广、降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
对棚室蔬菜、水果冬季生产影响较大。全
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利用当地广播电视
新闻、手机微信、短信等方式及时通知设施
园艺生产主体，提早做好棚室防寒保暖工
作，确保“菜篮子”生产安全。

落实防寒保暖措施。当前，正值我省
冬季温室蔬菜、水果生产的关键时期，特别
是茄果类蔬菜、草莓等开花坐果的黄金期，
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尤为重要。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要组织棚室生产主体和农民做好棚
室塑料覆膜的加固工作，防止棚膜因暴风、
暴雪损坏造成室内作物冻害。同时，充分
利用有效日光，及时采取收放棚室保温被、
增加保温层和临时供热等措施，做好棚室
保温增温工作，防范棚室内作物受冻减产。

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及时组织基层农
业技术人员深入棚室生产一线，现场指导
棚室生产主体和农民做好田间水肥管理、
作物冻害预防、疏花打叉等防冻抗寒工
作。省 12316、12582“三农”信息服务平台
将安排省内设施农业生产专家提供远程电
话、视频技术指导服务，并将视情况组织专
家赴棚室生产现场，开展精准指导服务。

及时报送受灾情况。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密切跟踪本
轮寒潮降温天气对棚室蔬菜、水果生产的影响，及时调度了
解灾害情况，如遇灾情立即上报，指导并组织农民做好防寒
减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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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潘晟昱 记者 徐
文君报道“今天我们拉出了
30万斤的‘大红网’，今年冬捕
产量预计在70余万斤！”镇赉
县国营渔场副场长尹维峰兴
奋地说。

12月27日，有着“中国白
鹤之乡”美誉的镇赉县开启

“哈尔淖冬捕节”大幕。冬捕，
这一古老的冰上捕鱼生产形
式盛于辽金，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不仅是特有的关
东文化，更是隆冬时节领略冰
上收获的一个重要旅游风景。

近年来，镇赉县高度重视
冰雪旅游发展，特别是把“哈
尔淖”作为重点冰雪旅游地进
行打造。进一步宣传推介镇
赉县优质冰雪资源和特色渔
猎文化，促进各方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务实合作，切实提升
镇赉冰雪经济发展活力和质
量。

这次冬捕节安排了祭湖
醒网、头鱼拍卖、舞龙狮等活
动和滑冰、冰车等冰上体育竞
赛活动项目。

天刚蒙蒙亮，近百名渔场
工人就在渔把头的指挥下镩
冰、扭矛、走钩、绞网、下网，大
伙顶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
撒下 1600 米长的大网，为当
天的捕鱼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上午 10 时许，盛大的祭
湖醒网仪式热烈开启，“鱼把
头”率众渔工们顺时针方向绕
供桌、冰洞和彩带敖包转三
圈，欢庆的6人红鼓烘托出了
浓厚的丰收气氛；随着“鱼把
头”的一声号令——“哈尔淖
冬捕的大网醒好了，开始祭湖
了！”几名渔工走到冰雪敖包
前，将手中的哈达系绕在敖包
上的松柏枝上，其他渔工则将
糖块撒向天空，把酒和供品倒
入冰洞中，随后所有人围着敖

包阵祈福美好的生活。
品尝了哈尔淖的冰上炖

鲜鱼和鱼肉水饺过后游客都
纷纷伸出大拇指点赞。祭湖
醒网仪式和冬捕出网更是吸
引了大量的游客围观，人们纷
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用抖
音、快手现场直播。

11 时许，1600 米长的大
网被徐徐拉出，胖头鱼、草鱼、
鲫鱼、鲶鱼等各种鲜活肥胖的
鱼儿打着滚被拉上了岸，在冰
面上翻滚跳动。一时间，作业
现场鱼跃人欢。工人们用手
中的铁勾将折合的网片掀开
后，网被收走，将鱼堆放到一
旁。大个的胖头，修长圆滚的
草鱼，青根，鲫鱼，鲶鱼，还有
名贵的武昌鱼、鳜鱼……一会
便形成了鱼堆鱼山。游客蜂
拥而上，争先选购。

精彩的捕鱼环节过后，
“头鱼”拍卖格外吸引人。在

当地人眼中，收网后第一波打
出来的一条或几条最大的鱼
被视为“头鱼”，是幸运吉祥的
象征，为此非常抢手。经过多
轮激烈竞价，今年的头鱼由镇
赉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30.8万元的高价拍得。

2020年，镇赉国营渔场将
在冬捕节启动 5G+智能渔业
大数据管理平台项目，可实现
国营渔场环境与资源数据的
实时监测，可为渔业生产提供
数据决策。通过先进的水下
监测设备，更能获取到水下鱼
群生物多样性、水质、含氧量
等多项关键数据。渔场还将
借助广电企业的传播优势，将
优质的水产品，通过视频传输
的方式，向全国消费者展现哈
尔淖渔场水清鱼肥的生态优
势，着力打造“哈尔淖”有机鱼
品牌，助力镇赉县渔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

哈尔淖冬捕一网30万斤
原生态美味跃然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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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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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农村报》作为吉林日报农
村版，是我省惟一 一张面向广大农
民和农村的专业性报纸，始终坚持替
农民说话，倾听农民呼声，反映农民
意愿，真心实意为农民服务的办报宗
旨。

帮农民致富、为农民解难，传递
政策信息，讲解实用技术，架起产销
桥梁，实施惠民工程，《吉林农村报》
愿做您致富帮手。

延吉市把城市公交转型发展摆在城市建设
重要位置，2020 年投资 1 亿元实施公共交通节
能减排绿色出行工程。截至目前，已更换新能
源汽车 62 辆，完成计划的 49.6%，力争在 2021
年底全部实现“绿色交通”。图为新能源汽车
在充电。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李婷 张添奥报
道 琼林玉树净无瑕，枝头密
结雾凇花。12 月 25 日，第
五届吉林市船营区冰雪旅
游文化节在壹田·拾光乡宿
开幕。

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与
会人员还参观了民俗文化、
年俗文化展览，品鉴美味的
年猪菜、冰糖葫芦等特色美
食，参与了扶贫农产品、绥
哈干豆腐等特色伴手礼展
销以及相关旅游产品推介
等体验活动。

作为第26届中国·吉林

国际雾凇冰雪节的系列活动
之一，船营区冰雪旅游文化
节旨在积极挖掘和展示全区
独特而丰富的冬季旅游资
源，加快推进冰雪旅游及关
联产业建设，继续打造“赏雾
凇、戏冰雪、泡温泉，请到船
营过大年”的冬季旅游品牌，
持续提高船营旅游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本届冰雪旅游文
化节期间，船营区将围绕冰
雪赛事、冰雪文化等方面，举
办4项主体活动和18项创意
性活动，一直延续至2021年
2月底。

第五届吉林市船营区
冰雪旅游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张贵友 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靖宇县花园口镇新立村
坐落在松花江附近的一个小山
沟里。这里原住户很多。近几
年，年轻的村民都设法到城里寻
找工作，村里的常住户越来越
少。目前，两个自然屯仅有常住
户132户，人口331人，并且多数
村民年龄在50岁以上。

2018年，村里确权土地面积
7200余亩，外出务工的农民大多
把土地进行了流转，常驻户户均
耕地50余亩，人均耕地20多亩，
村里的种粮大户也随之越来越
多，种植百亩以上耕地的农户占
30%还多。新立村属于沿江小
气候区，无霜期在 130 天左右，

村民种植的玉米都是中晚熟杂
交品种，常年平均玉米亩产800
公斤左右。

村党支部书记于成亭介绍：
“今年玉米销售价格上涨，新玉
米销售价格现在达到每公斤1.8
元。种植玉米每亩纯收入 900
元左右。仅种植玉米一项，全村
人均纯收入就超过1.8万元。”

农民手中有了粮食，又有大
量的玉米秸秆，多数村民开始养
牛。现在全村黄牛饲养量1000
头以上，存栏达到 700 余头，养
牛15头以上的规模户就有20多
户。

村文书贾宝仁养了 6 头西
门塔尔可繁母牛，今年已经产下

6头牛犊，卖了4头牛犊，收入5
万多元。贾宝仁算了一笔账：

“养殖一头可繁母牛，喂养成本
4000元，产下一头牛犊喂养半年
左右，成本 1000 元，母牛和牛
犊 喂 养 成 本 大 约 5000 元 ，卖
掉 一 头 牛 犊 就 可 以 收 入 1.5
万 元 以 上 。 这 样 ，饲 养 一 头
母 牛 每 年 纯 收 入 1 万 元 左
右。”

现在新立村户均饲养 4 头
可 繁 母 牛 ，年 纯 收 入 一 般 在
4万元以上。加上粮食收入，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

村支书高兴地说：“我们村
现在是牛满圈、粮满仓，养牛种
粮奔小康。”

人均一垧地 户均五头牛

新立村种粮养牛奔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