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时节，走在永吉县
西阳镇的大小果园里，一颗
颗葡萄晶莹剔透，似珍珠、又
似玛瑙。葡萄藤上结出的

“幸福之果”就是西阳镇百姓
用辛勤汗水建设美好生活的
最美写照。

马鞍山村地处北纬 45
度，最佳光照、温差和半山区
地型，是全国优质葡萄生产
基地。

“这种葡萄叫茉莉香，
口感好、甜度高，现在市场
批发价是每斤 6 元；另一种
是金红娃，是我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和多年葡萄栽培经
验嫁接而来的新品种，因无
籽、耐储存和良好口感在市
场上深受欢迎，价格稍贵，1
斤在 10 元之上，主要销往上
海、广州、深圳、湖南、天津
等市场。”种植户金永革在
园子里一边介绍他的“宝贝
们”，一边摘下几串葡萄，递
给大家品尝。

已经有30多年葡萄种植
经验的金永革不仅是远近闻

名的葡萄种植能手，也是村
里的致富带头人。前几年，
村里还成立了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社，380 户农民入社，由
合作社统一采购生产资料，
统一提供管理、技术和销售，
销路一点都不成问题。

谈及马鞍山村葡萄协会
的未来，金永革说：“我们计
划发展自己的冷链物流和生
鲜配送，这样水果的新鲜度
会更有保障。”

如今，马鞍山村葡萄种
植面积已达350公项，建有大
棚 1420 栋，年产量达 1750 万
斤，年收入达7000多万元。

马鞍山村最早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种植葡萄，90 年
代后期葡萄产业步入低谷。
转机出现在 20 世纪初，通过
外出考察，马鞍山村葡萄开
始采用南方的避雨栽培、双
篱及 V 形架式等技术，不仅
增加了葡萄的产量和质量，
也能错峰上市。

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让
马鞍山村葡萄产业的发展插

上了科技的翅膀，闯出了一
条新路。

葡萄产业的不断壮大，
也带动农业观光旅游的发
展，张海峰从 1987 年开始种
植 葡 萄 ，2015 开 展 生 态 采
摘。葡萄成熟的季节，每天
都会有游客来园体验采摘的
乐趣，除了现场摘下来的葡
萄，他们还要多买几箱带走
送给亲戚和朋友。

今年6月，西阳镇政府还
投资110万元，在马鞍山屯西
岭 202 国道旁修建了葡萄展
示基地景观工程，让多年来

“摆小摊儿”的百姓把葡萄摆
上了葡萄廊架。

马鞍山村的葡萄产业从
零散种植到规模种植、从个
体经营走向合作经营、从数
量型效益到质量型效益的发
展历程，开拓了一条产业富
民之路。“这也告诉我们，只
要切合实际，勇于调整前进
方向，坚持不懈，就会大有所
为。”西阳镇党委书记王力
说。

藤上结出“幸福果”
——马鞍山村葡萄产业富民小记

□ 王爽 白鹤 本报记者 徐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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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念彤 记者 郭
小宇报道 白山市江源区委、
区政府致力于把开发区打造
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平
台，坚持开发区建设高标准运
作、高质量推进，在资金、人
才、政策等方面竭尽全力支持
开发区发展，营造了有利于开
发区建设的良好环境。2021
年2月，由工业集中区成功晋
升为省级开发区，进入新的发
展平台，开启新的征程。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
而不辍，未来可期。”江源经济
开发区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从机制
体制改革、项目推动、招商引
资等方面做出了巨大改变。

管理模式就是开发区发
展的基本框架。结合江源区
经济发展和开发区改革创新
的实际需求，江源经济开发区
按照优势互补、整合共建、联
动发展的要求，谋划“一区多
园”管理模式并在全省率先实
施，以吉林江源经济开发区为

主、各产业园区统筹到开发区
管理的“一区多园”管理模式，
将人参生命科技产业园、木材
加工产业园、煤化工产业园有
机地整合到一起，划归开发区
管理，重新规划设立了长白山
特色食药科技产业园、木材加
工产业园、煤化工产业园、新
型建材及新材料产业园区 4
个园区，“一区四园”规划面积
达到 13.1 平方公里。实施后
有效解决了开发区发展规模
增长、产业单一、产业聚集度
不高和区域资源统筹分配等
方面的问题，实现了“1+1＞2”
的发展效果，有力推动区域经
济高质量、快速发展。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开发
区发展的必要条件。江源经
济开发区面对“审批困难”的
问题，优化了机构设置，与区
政数局联合设立审批代办服
务中心，实施项目从招商引资
到落地建设以及建成运营后
的全链条式服务，尽最大程度
降低企业投资的难度，提升项

目落地效率；面对“遇到问题
找不到人”的问题，改革了服
务方式，从企业有事无处找到
主动到企业服务转变，印制发
放了企业服务卡、设立了服务
电话，实行开发区围着企业
转，企业有事马上办的新服务
方式，企业认可度不断上升；
面对“项目推进慢”的问题，提
升了项目服务水平，打造专业
化的服务团队，实行专业的事
有专业的人做，实行挂牌督战
制，对项目遇到的问题及时研
究解决，确保每个重点项目的
有序推进，提升了服务水平和
效率。

招商引资为开发区发展
提供新鲜血液。江源经济开
发区出台《江源工业经济开发
区黄金十五条》（暂行），在用
地、税收、服务等方面给予投
资企业全方位扶持及优惠，增
强了地区吸引力。与中国银
行、吉林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
合作机制搭建金融服务平台，
为域内企业筹措资金，化解融

资难问题提供解决途径。通
过积极推进电力改革试点园
区建设，推动域内企业享受最
新电力优惠政策等措施努力
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近年来，
共谋划招商项目 30 个，签约
项目 12 个，落地建设项目 8
个。

项目建设是开发区发展
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
的集中体现。项目谋划，立足
于江源资源优势、园区承载力
和产业长远发展目标，强化谋
划深度和可操作性，为招商引
资做好充足的项目储备，加强
项目服务能力建设和推进服
务方式转变，对重点项目明确
建设内容和时间节点，采取专
班推进、专业团队保障，全天
候全方位服务，全力保障项目
顺利建设。近年来共谋划实
施项目 20 个，总投资达 56.15
亿元，山水水泥等一批重点项
目实现顺利投产，鼎运焦化、
玄武泥新型涂料、松花玉泥等
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江源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通榆县十花道乡在乡政

府门前两侧近百亩空闲地种

植了象征吉祥幸福的格桑

花，初秋时节，这里格桑花红

的鲜艳，粉的娇柔，成为鹤乡

通榆一道靓丽风景。

陈宝林 郭尧/摄

本报讯 张力军 报道 今年我省
粮食生产总体形势好，已经具备夺
取农业丰收的坚实基础和保障条
件，丰收在望。

今年春耕以来，全省农业农村
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农业
防灾减灾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紧紧围绕粮食生产，组织开
展“全力防灾减灾夺取粮食丰收行
动”，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防灾减
灾工作组，指导防控病虫害2471.7
万亩次，抗旱浇灌481.8万亩次，排
除田间积水30万亩次，喷施植物生
长调节剂、叶面肥等1267万亩。

今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比上
年增加50万亩以上，其中高产作物
玉米面积增加明显，水稻保持稳
定。

由于春耕生产抓得紧，备耕资
金准备充足，农资供应总体充足，
技术服务措施落实到位，大田播种
时间集中。全省玉米平均保苗率
达96.21%，比上年提高0.15个百分
点，是近年来最高水平。

防灾减灾准备充分。省农业
农村厅会同省气象局组织有关专
家共同研究制定《科学应对“拉尼
娜”奋力抗灾夺丰收预案》，分作
物、分灾种、分区域制定应对措施，
做好应对不利气象条件准备。同
时，加强草地贪夜蛾等农作物重大
病虫害防控。截至9 月8 日，全省
因干旱、洪涝、风雹等造成的农作
物受灾面积仅为68.8万亩，不足上
年受灾面积的 4%。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累计发生
1602.9万亩次，同比减少19.6%，发生及危害程度均较
轻。

据省气象部门两次卫星遥感评估表明，反映作物
长势的植被指数好于历史同期水平。根据农业气象产
量预测模型分析，玉米、水稻、大豆单产均呈增产趋势。

现在看，“秋吊”已不可能发生，气象预报也无台风
影响。下一步，要有针对性地抓好后期防灾减灾措施
落实，全力确保今年粮食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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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峰 王向新 记
者 徐文君 报道 9月9日，吉
林省第一届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在蛟河市举行。通过预赛
选出的吉林森工集团4个林
业局、长白山森工集团 9 个
林业局和地方 13 个国有林
场的 60 名优秀选手经过激
烈角逐，来自蛟河市国有林
总场的胥剑宇、露水河林业
局的史利鑫、东丰县国有林
总场的韩勇，分别获得造林
更新工项目一、二、三等奖。
来自蛟河市国有林总场的王

莹晖、刘志伟，东丰县国有林
总场的戴旭，分别获得营林
试验员项目一、二、三等奖。

大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线上预赛为
理论知识考核，线下决赛分
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两
部分组成。技能操作考核包
括林分调查、目标树培育模
拟施工、下层疏伐模拟施工
和造林成效评价4个项目内
容。

这些技能操作考核项目
贴近林业生产实际，充分展

现选手的岗位技能和职业素
养，达到了锻炼队伍、学习先
进、鼓舞斗志的预期效果。
各工种前3名将晋升技师职
业技能等级，已具有技师职
业资格的选手将晋升高级技
师职业技能等级，并由省总
工会、省人社厅授予“吉林省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4至10
名选手可晋升高级工职业技
能等级。特别是各工种第1
名并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
次年按程序申报，将被授予

“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

我省第一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