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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景洋 报道 耐盐碱水稻
新品种“东稻122”田间现场观摩会
暨百亩连片实收测 产 会 10 月 13
日 在 苏 打 盐 碱 典 型 稻 区 大 安 市
叉 干 镇 举 行 。 经 专 家 组 测 产 ，

“ 东 稻 122”平 均 产 量 为 632 公
斤/亩 ，比 当 地 主 推 品 种 增 产
10.6% ，高 产 地块产量达到 721 公
斤/亩。

“东稻 122”是国内第一个利用
高能重离子束（12C6+）辐射诱变育

种技术培育的北方粳稻新品种，由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与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共同研发
而成。该品种2020年通过吉林省农
作物品种审定，2021 年入选省农业
主导品种。经过两年的示范推广，

“东稻 122”表现出耐盐碱、活秆成
熟、抗倒伏、高产、出米率高、商品性
好等特点。

在“东稻122”的推广过程中，研
发团队采用“紧凑型育、繁、推”一体

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代服务型
推广技术模式，与种业及农资公司
紧密合作，在品种推广的重点乡镇
实行“网格化”全程式跟踪技术服
务。测产专家组组长严光彬研究员
介绍，“这是一个稳产且高产的后期
功能型早熟水稻新品种，预测未来
将在东北苏打盐碱稻区有很大的
推广前景。”据悉，今年“东稻 122”
已在苏打盐碱稻区累计推广 20 多
万亩。

水稻新品种“东稻122”高产地块亩产721公斤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报
道 为推动秸秆环保产业、促
进乡村振兴发展、助力实
现”双碳“目标，加快吉林省

“秸秆变肉”和千万头肉牛
工程的深入全面实施，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由省政府支持，长春市
政府、省畜牧业管理局、国
家秸秆产业发展联盟联合
主办，秸秆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长春市农业博览园联合
承办的“2021 中国(长春)秸

秆综合利用暨畜牧业产业
博览会”于10月15日在长春
农业博览园开幕。

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
积 5 万余平方米，共设秸秆
综合利用 10 大展区和畜牧
业展区，涉及秸秆肥料、饲
料、基料、燃料、制浆、制油、
制炭、建材、设备、秸秆工艺
品及畜牧业企业参展，集中
展示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及
畜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产品、新设备、新模

式。博览会同期举办 2021
中国秸秆综合利用暨畜牧
业产业发展高峰论坛、2021
中国秸秆综合利用促进乡
村振兴发展高峰论坛暨重
点项目签约仪式等活动，相
关领导、专家和企业家进行
政策解读、技术交流、风云
对话、项目签约，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

中国秸秆产业博览会
组委会主席、秸秆控股集团
董事长彭飞表示，秸博会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吉林省委省政府实
施“秸秆变肉”工程和“一主
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打
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和
食品产业的工作部署，为全
国秸秆行业企业搭建有规
模有影响力的展示推广、项
目交流、成果转化平台，架
起有效沟通桥梁，为我国秸
秆综合利用和畜牧业产业
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积极
的贡献。

2021中国(长春)秸秆综合利用
暨畜牧业产业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 王树彬报道 10
月15-17日，2021中国长白山健康
论坛在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举办。
论坛邀请全国各地政府主管领导、
中医药相关领域的科研院所、高
校、医疗机构及大健康领域企业和
来自美国、匈牙利、澳大利亚的社
会组织特邀嘉宾近 240 家单位的
600余名代表在线上线下参会。

开幕式上，中东欧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分别与世界中联国际健康
旅游专业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学
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届论坛以“传承精华、健康
中国”为主题，设有 1 个主论坛，7
个平行论坛：全国医院院长（长白
山）论坛、中医药人才培养创新发
展高峰论坛暨中华中医药学会继

续教育分会 2021 年学术年会、
2021中医科普助力“健康中国”创
新发展长白山论坛暨首届肛肠医
生科普培训班、长白山中医“治未
病”理论研究与适宜技术培训班、
2021 侣山堂长白山论道、2021 长
白山药膳食疗研讨会、中医学术流
派传承（长白山）培训班。还举办
了第七届长白山健康养生文化节
和调研考察活动。

来自天津、河南、吉林、江西、
贵州等地的13家企业在长白山健
康产业及特色产品展会上精彩亮
相，人参产品、养生茶饮、健康食
品、祖传酊剂、中医膏方、医疗设备
等各具特色的展示，不仅让与会人
员大开眼界，也充分展示了长白山
当地的产品。

2021中国长白山健康论坛举办

本报讯 于婷 陈云龙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行走在
舒兰大地，沃野平畴，稻浪
翻滚，好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舒兰市粮食再获
丰收，据农情调度和初步
测算，全市粮食产量可达
到 24.8 亿斤，有望突破 25
亿 斤 ，比 上 年 增 产 7% 以

上。
9 月初，舒兰市开始水

稻收割工作。截至目前，全
市完成粮食作物收获面积
128万亩，占总面积的60%，
其中：玉米60万亩、水稻65
万亩，其他作物 3 万亩，预
计 11 月初，全市秋收工作
将全部结束。

舒兰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为让更多消费者了解镇赉
县的优质大米，展示镇赉县
优异的生态条件、优秀的水
稻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
进一步提升镇赉优质大米的
知名度，10月16日，“吉米香
甜线上荐，书记代言品质高”
镇赉县大型“公益助农”活动
在大屯镇英台农机农业专业
合作社举行。

英台农机农民合作社目
前固定资产 3000 万元，社员
发展发展到 108 人，拖拉机、
各种配套机具、无人机发展
到 70 台（套），建设合作社管
理区设施达1万平方米，辐射
带动周边三个村 550 余户共
同发展。活动当天，省第一
书记协会主播在水稻收割现
场进行公益直播带货，向消
费者展示镇赉大米的良好繁
育环境和优良品质，扩大吉

林特色产品的品牌影响力，
当天以每公斤3.10元的价格
销售吉粳816水稻66吨。

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
所长严永峰介绍，吉林省是
我国优质粳稻的核心产区，
而镇赉县是我省著名的水稻
大县，年产水稻达18亿斤，为
保障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
献。30 多年前，镇赉县东部
遍布盐碱滩，上世纪80年代，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
专家来到镇赉，提出“以稻治
碱、以稻治涝、以稻致富”的
目标，跟当地干部一起带领
农民种植水稻。历经三代人
接续努力，镇赉县水稻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低产到高产
的跨越，稻农实现了脱贫致
富，镇赉县也变成了吉林省
西部的大粮仓。作为吉林省
水田第一大县，镇赉县种植
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研发的

以“吉粳 816”为代表的优质
水稻品种，并采用一系列先
进的配套种植技术，通过当
地政府的倡导和种植合作社
高标准基地的示范带动作
用，让镇赉县完成从高产到
优质的华丽转身，成为吉林
省最重要的优质稻米生产基
地之一。

现场会上，吉农水稻董
事长尹静与英台农机农业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任治国在活
动现场举行了签售仪式；水
稻种植农户代表张伟介绍了
自己由传统种植方式向科学
种田的转变与体会。省农科
院专家马巍现场答疑解惑，
向种植户传授新品种水稻种
植经验并讲解合理施肥相关
知识。

近年来，镇赉将生态环
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优势,
将水稻确立为县域突破的优

势产业，着力打造“镇赉大
米”这一地标品牌，由水稻大
县逐步向水稻强县迈进。镇
赉大米由于采用嫩江水灌
溉，江水有机质含量丰富、水
温高、活性强，使得镇赉大米
营养成分均衡丰富。

未来镇赉县将主动对接
吉林省“一主六双”发展战
略，深度融入白城市“一城三
区”建设框架，以生态文明为
引领，以乡村振兴为主线，以
产业发展为抓手，坚持“五
化”工作法，深入实施“三双
一旅”产业发展战略，全力实
现“一心四区”建设目标，促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跨
越式提升、全方位振兴。预
计到 2025 年，镇赉水田种植
面积可达200万亩，水稻产量
可达 24 亿斤，完成吉林省水
稻生产第一大县向水稻强县
转变。

镇赉大型“公益助农”活动火爆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10
月14日，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大会生态文明论坛暨国家第五批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授牌仪
式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梅河口市
被授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牌匾。 这是该市继
2019年成功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后又一国家级荣誉，标志着
梅河口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阶段性
成果。

近年来，梅河口市依托区位优
越、资源丰富、产业集聚等良好条
件，构建“点绿成金”的绿色发展模
式。积极探索以梅河大米及梅河果
仁为代表的“品牌引领型”两山转化
路径，以中药材及木耳为代表的“生
态延伸型”两山转化途径，以全域旅
游为代表的“复合业态型”两山转化
途径。同时，将绿色发展融入经济
社会发展全领域，将生态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
优势，打造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典

范。
建设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梅河口市将坚
持以人为本、建管并重、标本兼治
的原则，建立高效、全面的现代化
管理模式，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转化，促进生态环境质量
再上新台阶、城市品位再上新高
度，让群众共享创建成果。全力
推进梅河新区建设，努力打造全省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区、示范区和
引领区。

再添“国字号”荣誉

梅河口市被命名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收获的时节，在长春

市双阳区奢岭街道团结

村的果园里，圆润的苹

果、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

枝头，果香弥漫。几名工

人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果园里一片丰收景象。

图为平湖街道双湾村的

胖姐果园员工在分拣果

实，准备装箱。

赵猛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