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灵玲 报道 春耕在
即，省农气中心通过已投入业务应
用的全省智慧农业气象服务平台
积极服务“三农”，预报产品越来越
智能，内涵越来越丰富。

制作形式多样的气象为农服
务产品，发布农业气象服务预报。
针对春耕生产，将加强干旱、低温
等农业气象灾害的预警服务。同
时，加强农业气象情报服务，每天
监测土壤水分、土壤化冻、地温等
要素，利用各类农作物播种、出苗
关键指标，结合土壤墒情、地温等，
分类、分区提出指导和建议。

打造专业性强、精细化程度
高、全程实时动态定量化的农业气
象服务产品。围绕全省农业防灾
减灾、保障粮食安全的需求，省农
气中心建立无缝隙中短期天气预
报业务体系，实现由单一天气尺度
分析向综合分析的转变，增加灾害
性天气预报和环境气象要素预报，
基本实现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和
未来10天气象要素格点预报业务

化运行。
加强科研创新，提升综合分析

处理的研发能力，初步实现网格预
报业务支持。2016年，我省智能网
格预报平台投入业务应用，实现从
手工作业向人机交互的转变，极大
提高了中短期天气预报的效率，使
我省气象预报预警综合分析处理
的研发能力踏上新台阶。智能网
格预报平台在全省50个市县推广
应用，成为目前全省气象部门预报
业务的主要平台支撑。

我省应用先进气象设备，结合
智能技术，开展预报技术研发，在
关键核心技术上寻求突破，全面助
力农业生产，保障农民增收。未
来，将依托我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
化气象保障工程，建设全省农业气
象大数据平台，推进“云+端”的智
慧农业气象业务服务新模式建设，
实现基于位置的平台自动定制和
基于用户分类的个性化智慧型服
务功能，全面提升气象为农服务能
力。

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智慧气象助力“三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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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榆树市全面扶持发展棚膜经济，打造棚膜

经济产业带。图为环城乡三道村房强家庭农场工人

正在大棚内嫁接甜瓜。 张英 记者 徐文君/摄

走进永吉县北大湖镇草
庙子村，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通
向每家每户，房屋错落有致，
房前屋后栽满了绿树花草，白
墙上的图画栩栩如生，仿佛走
进了一幅恬静安祥的田园山
水画。

草庙子村是如何从“脏、
乱 、差 ”到 如 今 的“ 洁 、净 、
美”？要归功于北大湖镇大力
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

自人居环境整治以来，北
大湖镇的许多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大量破败的废弃房被清
拆复垦成小菜园、小果园，在
精心设计的院墙装饰下，呈现
出清雅的田园风情；房屋前后
的空闲角落砌成了小花圃，绽
放的花朵为村庄带来了色彩
和活力……有效推进了乡村
振兴，使生态成为经济价值增
值链，释放经济红利，让群众
成为生态共建的直接受益者。

“破三难”定村规
长效机制有保障

“动员难、行动难、维持
难。这三难是人居环境整治中
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座大山’。”

北大湖镇党委书记刘广卓
说。千难万难我们也要迎难
而上，草庙子村用了不到一年
时间就破除了这三难，村庄实
现了美丽蜕变。

为响应市里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号召，草庙子村
吹响了“美化家园”的号角，村
小组及村民代表针对该村情
况，想出解决部分村民懒惰的
运行机制，在镇政府及村委会
的支持下制定了村规民约并
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实施，
草庙子村是北大湖镇第一个
完成制定村规民约并通过了
村民代表大会颁布实施的村
庄，村规民约建立了人居环境
红黑榜奖惩制度，并确保人居
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的运行。

村规民约规定，要定期开

展清扫垃圾行动，每月 29 日
是卫生日，30 日是卫生评比
日。为便于管理，将村内的区
域实行网格化管理，划分责任
区，形成全体干部一线工作的
格局，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村规民约经过几个月的
发展逐步完善。草庙子村除
了成立由15名成员组成的卫
生责任监督小组外，如今已有
部分村民自愿参与环境卫生
监督。

“村民既是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
只有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
用，调动其积极性，人居环境
整治才能获得持久的内生动
力。”草庙子村村民魏亚清分
享长效机制建设的关键。

干部包村周末不歇
全民参与氛围浓

破败的老院落修葺一新，
房前屋后栽种着树木与花草，
村规民约张贴上墙，村文化室
热闹非凡……清明时节，走进
官地村委会，乡村新风貌扑面
而来。

虽是周末，官地村村委会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却不停歇，
在镇包点工作组、村“三委”干
部的组织发动下，村民积极参
与到村清理建筑垃圾集中活
动中。

在村民自家的门前屋后、
环村路周边等地方，都可以看
到干部群众的身影，他们手拿
夹子、垃圾袋、扫把等，对村内
乱堆乱放、空闲地块内杂物、
白色垃圾进行清理，对没有主

动清理的村民，村干部和工作
队耐心向群众解释整治人居
环境的重要性及柴禾乱堆乱
放存在的安全隐患，经过耐心
地劝解，清理工作得到村民的
理解和大力支持。对没有能
力清理的村民，大家一起帮忙
进行了清理，全民参与的良好
氛围越来越浓。

“截至目前，共清理道路
3000 余米，清理 20 余处乱堆
乱放，清运垃圾约 100 余吨，
参与人员200多人次，形成全
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官地村
党支部书记姜利说。

“要我做”到“我要做”
打造农村新风貌

村干部充分发挥传帮带
作用，精心安排部署，号召各
村委会到歌康村“取经学习”，

开阔了视野、凝聚了共识、汇
聚了力量，并动员村干部将环
境卫生宣传落实到村到户到
人，让群众实现了从“要我做”
向“我要做”的转变。

“这里有污水横流现象，
快去通知责任人解决。”“这块
空宅基地墙体出现裂缝，存在
安 全 隐 患 ，我 们 要 及 时 通
告。”“垃圾箱已满，提醒保洁
员及时清运。”如今，镇里大部
分村委会内都有着无处不在
的“移动探头”——卫生监督
员，他们每天都要对责任区域
内的环境卫生进行巡查。

“村里组织我们到草庙子
村参观学习，我们回来之后都
自愿参与村内环境卫生的日
常保洁，隔三差五手拿夹子、
垃圾袋，铁锹等工具到各村巷
清扫保洁。”白马夫村村民韩
剑英说。

“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整治
行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制定村庄环境卫生保
洁制度，全面打好人居环境整
治攻坚战，全力打造农村新风
貌，奋力书写乡村振兴这篇大
文章。”刘广卓说。

北大湖镇：绘就美丽乡村新图景
□常淼 王银东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刘子奎 记者徐文
君 报道 不负春光好，最美阡陌
间。眼下，正值备耕生产的关
键时期，大安市高度重视，早计
划、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稳
步推进春耕生产，确保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抓资金筹措。全市备春耕
生产计划需用资金6亿元，目前
已筹集资金5.1亿元，占计划需
用资金的85%。银信贷款近期
陆续发放，后续资金充足，完全
可满足春耕生产需求。

抓物资准备。全市计划种
子用量 6200 吨，现有货源 6050

吨，已到户5760吨，到户率达到
93%。其中，玉米计划用种1950
吨，水稻计划用种1970吨，总计
3920吨，玉米、水稻种子已到户
3820 吨，到户率为 97%。种子
货源充足，春播前可以保障全
部到户。化肥需求 11.73 万吨
左右，其中备耕需求 8.5 万吨。
目前，全市备耕化肥现有货源
8.2万吨，占春耕需肥量的96%，
到户 6.6 万吨，到户率 96.4%。
农药需求量在 240 吨左右，现
有货源 160 吨，到户 80 吨，到
户 率 为 33.4% 。 农 膜 需 求 量
2200 吨，到户 2110 吨左右，到

户率96%。
抓设施检修。目前，机井

共 20026 眼，其中电机井 16044
眼、柴机井3982眼，目前正在检
修维修中。两区农田灌溉率达
到100%，完全可以保证春耕生
产需求。今年计划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 4000 万元，正在落实
中。投入备春耕生产农用机械
3 万台（套），完成检修 2.8 万台
（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120
万亩正在落实中，4 月下旬开
工。

抓服务保障。为切实维护
广大农民合法权益，市场监管

局对40余家农资市场经营单位
开展突击检查,农业农村局组织
执法人员也深入各农资市场开
展农药、种子、化肥等农资商品
专项检查。为确保农村道路交
通事故预防工作落到实处，18
个乡镇 223 个行政村 619 名劝
导员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利用
农村“大喇叭”滚动播放交通安
全提示，引导农民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同时，针对农民生产
早出晚归特点，深入农户家中
为参加生产的农用车免费张贴
反光标识。

大安春耕生产准备就绪

本报讯 唐金雁 刘鑫磊报道 近
日，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荣获中国
生态文化协会颁发的全国生态文化
村荣誉称号。成功申报生态文化村
有助于生态文化思想、人文精神进
一步保护和传承，有助于新时代美
丽集安建设和乡村振兴，有助于生
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申报过程中，集安市林业局主
动与省林业草原局沟通协调，成立
专项工作小组，积极指导钱湾村全
国生态文化村创建工作。采取“统
一组织、分步实施、突出重点、优先
特色、全面推进”的思路，紧紧围绕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抓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大力推进村庄绿化工程，
达到路边有树木、庭院有绿荫、活动
有绿地。共栽植绿化树500株、栽花
近 4 万株，主要道路绿化普及率达
9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2.5 平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到85％。

下一步，将继续依托钱湾村独
特的气候、生态、资源、地理等优势，
做好钱湾生态文化村深化保护、开
发工作，走绿色发展之路，真正将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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