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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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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乾安县加大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

治力度，采取有得力措施，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图

为在让字镇小咸村路口安装减速带。 王殿海/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5
月8日，前郭县在哈拉毛都镇先
锋村举办以“品梨花春韵、赏古
镇风情“为主题的“2021 哈拉毛
都梨花节”及系列活动。本次梨
花节及系列活动结合前郭县民
族、生态、旅游“三张牌”工作思
路，以王爷府古镇为人文历史支
撑，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打造
绿色林果产业基地，推动乡村旅
游和生态旅游发展，促进乡村振
兴发展，增进社会民生福祉。

开幕式当天，由前郭县民族
歌舞传习中心演员献上了精彩
演出《梨园欢歌唱盛世》，整个文
艺演出以庆祝建党100周年、歌
唱盛世新春为主题，突出民族特
色，节目格调高雅，群众喜闻乐
见。同时，在梨花节开幕式现
场，还举行了“梨花节”特色农产
品展销会，推出“梨花节”特色农
产品展销区，全县各企业和乡镇
特色农产品种植户、经销商、蒙
古族特色产品、当地果农等进行

民族民俗展销和特色农产品销
售，特别是提高哈拉毛都蒙古馅
饼、荞面肠、松花江鱼、绿色瓜
果、蔬菜、大米、玉米、豆制品、酿
酒、生态养殖等特色产品受到游
客青睐，扩大了相关生态游、农
家乐、采摘园等项目的影响力。
之后，还将开展“感受自然、健康
生活”越野徒步大会、“情系古
镇、乐在梨园”群众文艺汇演、

“休闲浪漫、融入自然”甲北京自
驾露营活动、“品梨花春韵、赏古
镇风情”主题征文活动及大型采
风摄影和诗歌音乐会等丰富多
彩的一系列活动。

近年来，前郭县按照打好民
族、生态、旅游“三张牌”的发展
思路，充分挖掘旅游资源，传承
弘扬民俗文化，发展壮大旅游
产业，构建了以查干湖为龙头，
多点联动、协同发展的全域旅游
格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
动农民共同致富注入了强劲动
力。

前郭举办“2021哈拉毛都梨花节”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报
道 5月3日，天润华仓第一
届开犁节在乾安县大遐畜
牧场举行。乾安县天润华
仓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介绍，希望通过举办开
犁节传承农耕文化、践行生
态文明，同心助力乡村振兴
和开创企业美好发展新未
来。

“开犁了！”在开犁节
上，伴随着嘹亮的口号声，
十多台系着大红花的播种
机同时开始播种作业，大型
农机具所带来的现代化春
耕场面震撼人心。

在开犁节上，松原市至

优宝贝与天润华仓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按照中耕
种植标准，为至优宝贝提供
有机粮食。与所字镇丙字
村签订庭院经济回收协议，
丙字村庭院经济种植产品
天润华仓公司回收，天润华
仓提供种子，有机肥、酵素、
种植技术。据丙字村驻村
第一书记蔺向志介绍，天润
华仓公司自 2020 年起，一
直与丙字村对接合作，2020
年参与到丙字村脱贫攻坚
项目中，为村中贫困户免费
提供种子、有机肥、酵素、种
植技术，秋天高于市场价回
收产品，带动贫困户及村民

进行庭院经济种植，人均增
收1000余元。

据了解，自 2018 年至
2020 年末，乾安县天润华
仓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累
计流转土地 1000 多公顷，
创 造 产 值 2270 余 万 元 。
2021 年 流 转 700 公 顷 耕
地，与农民签订 300 公顷
种植订单，预计产值 2400
余万元。公司经营采取订
单销售模式，拓宽销售渠
道。目前公司已与广东天
医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北海、深圳善粮汇有
机食品有限公司、山东普
全农业有限公司、吉林冷

库等多地粮食购销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 在 山 东 烟
台 已 设 立 一 家 加 盟 店 。
目 前 已 签 订 160 公 顷 销
售 订 单 ，正在洽谈 520 公
顷。

同时，合作社按照中耕
农法种植，改良土地，并为
农户提供优质种子、有机
肥、酵素、生物制剂等农资
物品，做到回收粮食优质
高 价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
带动农民发展绿色生态
农 业 积 极 性 ；为 农 民 提
供 优 质 低 价 农 资 ，降 低
农民投资，减少农民种植
风险。

天润华仓开犁节传承农耕文化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4月30日,吉林省梅花
鹿产业协会成立大会在长
春市双阳区鹿乡镇梅花鹿
博物馆报告厅举行。

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协
会是由省民政厅批准，长春
世鹿集团、省东鳌鹿业集
团、省吉春制药股份公司、
吉林敖东鹿业有限公司、中

国农科学院特产研究所、省
孙氏鹿业有限公司、省长双
鹿业集团等共同发起成立
的社团组织。

协会成立后，将以“创
新、开放、合作、共赢”为宗
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梅
花鹿产业创新机制，通过优
势互补、密切合作、资源共
享,形成长效、稳定的利益

共同体。宣传贯彻国家、
省、市、区梅花鹿产业政策
举措、凝心聚智探索梅花
鹿产业创新驱动的新动能、
新路径；努力攻克制约梅花
鹿产业发展的瓶颈技术难
题；制定和推广梅花鹿产
业技术标准；开展形式多
样的研讨、交流、咨询、评
估、攻关等活动，为促进

全省梅花鹿产业健康发展
提供支持。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梅花鹿产业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并把梅花鹿作为我省第
四大畜种重点打造。目
前，吉林省梅花鹿存栏全
国最多、深加工能力全国
最大，梅花鹿产业正蓬勃
发展。

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4 月 30 日，伊通满族
自治县举办第五届大樱桃
采摘节暨铠绎果蔬标准化
示范区推介会，各界嘉宾
在马鞍山镇伊美生态园区
共同品尝樱桃醉人的鲜
美，分享硕果丰收的喜悦。

本次活动以“樱桃之
乡·生态伊美”为主题，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全面提升伊通满
族自治县休闲农业旅游整
体形象，实现农业观光、文
化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有机
结合，全方位、多元化宣传
展示伊通旅游优质资源，
加快推进伊通县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伊美生态园区是宝捷
集团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紧紧抓住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消费需求转变
的历史机遇，历经多年开

发建设，打造成的集果蔬
采摘、果木花卉、绿色餐
饮、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吉
林省首家大型体验式生态
基地，用实际行动走出了
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彰
显出新型绿色有机农业经
济产业的巨大潜力和勃勃
生机。

此次采摘节的举办，
体现了县委、县政府集全
县之力、汇全民之智，全力
以赴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
地 见 效 ，也 是 协 调 推 进

“31345”战 略 布 局 ，加 快
“四个伊通”建设的务实举
措，将为伊通乡村旅游大
发展、快发展、高质量发展
增添一道亮丽风景，必将
成为长春市半小时经济
圈，“周”游吉林的理想观
光之地，为拉动县域经济
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伊通举办第五届大樱桃采摘节

本报讯 张力军 报道进
入春播以来，我省农业推广、
科研、教学等单位共派出 33
个农业科技小分队、73 名农
业科技专家，开展春耕服务
和现场指导，用科技助力春
耕生产。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更
好地发挥科技在农业现代化
进程中的重要引领作用，省
农业农村厅立足推进春耕生
产，坚持早部署、早动员、早
见效，先后制定下发《全省备
春耕农业科技指导服务方
案》，印发了《2021 年全省备
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加
强水稻苗期管理技术指导意
见》《玉米等农作物重大病虫
害防控技术方案》，编印 1 万
本《农作物主要病虫害防控
手册》《气象灾害技术指导手
册》发放到各县市。组织动

员全省农业科研、教学、推
广、培训等单位专家和农技
人员深入基层开展农技指导
服务，为春耕生产提供坚强
科技支撑。

突出目标人群。重点对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技术指
导服务，充分发挥其以点带
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推进现
代农业与小农户的有效衔
接。4月21日，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组织 2 个农业技术专
家组赴白城地区，对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统防统治专业化服务组
织等开展技术指导服务。玉
米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专
家团队有 5 名专家一直在乾
安县大遐畜牧场指导玉米春
耕播种。

突出重点技术。根据备
春耕生产需求，精心组织专

家团队通过送教下乡、送技
上门和采取参与式、互动式、
菜单式、点餐式等方式，对种
肥选用、农机操作维修等方
面技术开展有针对性的现场
指导，提高农民种田水平。
特别是加强对保护性耕作技
术推广的指导。4 月 16 日-
17日、23日-24日，省保护性
耕作专家指导组 5 位专家先
后到乾安、长岭、舒兰、蛟河4
个县市 5 个乡镇的高标准保
护性耕作示范地田间，调查
分析当地土壤、气象、耕作方
式等特点问题，指导农户科
学制定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的模式和机具使用方法，回
答农民关心关注的问题，有
效保证了示范主体科学应用
保护性耕作技术开展春播生
产。

突出数字化传播。充分
利用我省农业信息化优势，

开展线上培训和科技服务，
打造空中课堂。截至目前，
我省三农信息服务平台和信
息进村入户平台推送信息43
次，浏览量达 160 万次；发布
备春耕视频 56 次，观看量 14
万多人次；组织 12316/12582
信息服务平台专家进行备春
耕直播 26 次，观看量达 3.38
多万人次。吉林农业微信公
众号发布主导品种和主推技
术 45 期，浏览量 7320 人次。
特别是采取技术讲解、现场
操作、情景模拟、动画演示等
多 种 形 式 ，拍 摄 制 作 微 视
频。已制作《网上购买种子
可靠吗》等共计17个微视频，
在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快手、
吉林省信息进村入户平台、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等 9
个平台共计发布 100 余条微
视频，总浏览量达395万次以
上。

突出目标人群 突出重点技术 突出数字化传播

科技助力我省春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