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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志义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面对今年备耕生产面临的
特殊环境，靖宇县农业技术推广
中心牢固树立“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理念，广开门路，履职担
当，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按下科
技备耕“快进键”，打出科技服务
备耕“组合拳”。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本着
挖掘节本潜力，降低生产成本的
目的，积极掌握生产资料市场动
态信息，对全县农资市场种子、
农药、肥料等价格做了摸底调
查。组织技术人员立足今年气
候特点，结合多年推广技术成
果，制定下发了“2022年靖宇县
化肥、农药科学使用指导意见”，
指导农民科学选肥、选药，精准
用肥、用药，实现节本增效目标，

指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大
豆、红小豆、灰苏子等用肥量少
的作物种植面积，节省肥料成
本。要科学选择适宜除草剂品
种和剂型，做到不违规用药，避
免乱用药，减少药害，降低用药
成本。建议农民应用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根据施肥建议卡和悬
挂的村级测土配方施肥公示牌
选择合适品种并做到深施肥，减
少浪费，提高肥料利用率。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统筹
利用各种培训资源，通过微信群
建立县、乡、村三级培训网络，在
全县8个乡镇通过微信群开展线
上培训工作，首先由推广中心牵
头通过微信群将农业生产技术、
服务信息等视频转发到各乡镇
农业技术科，再由各乡镇农业技

术科转到各村屯，有效指导农民
备耕及农业生产，保证农民在备
耕物资准备及后期农业生产中
少走弯路，使农民足不出户，就
能学习充电，就能提高生产技
能，实现增产增收。截至目前，
通过线上开展技术培训22次，培
训人数2500人次。

为提升备耕科技含量，全力
满足农民的期盼和需求，将备耕
物资准备知识和春耕关键生产
技术快速便捷送到他们手中，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县气象局
密切协作，发挥自身优势，充分
利用县电视台收视率高、信息量
大、覆盖面广的特点，在天气预
报栏目中设立技术服务平台，通
过文字形式播放各类农事信息
及相关技术，服务备耕。

靖宇按下科技备耕“快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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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通榆县
十花道乡组建了新班
子，新班子的“第一把
火”就瞄准了乡村振兴
战略中的“产业兴旺”发
展目标。

“我乡秸秆资源丰
富，辖区内拥有吉运农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样
的大企业，实施省委、省
政府‘秸秆变肉’工程暨
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十
花道乡党委书记李占双
道出了产业发展的奥
秘。

于 是 ，一 座 投 资
1238万元、占地6万平方
米的肉牛现代产业园拔
地而起，养殖棚舍、饲草
库、产犊舍、生活用房一
应俱全。硬件设施已然
完备，可是肉牛养殖是
个精细活，疾病防控、饲
料搭配、圈舍清理……
稍有疏忽，可能就全盘

皆输，因而如何解决经
营问题是十花道乡政府
面临的又一难题。

“为降低投资风险，
切实增加村民收入，我
们创新采取了‘政府+公
司+银行+保险+村集体’
的‘五位一体’经营模
式。”李占双介绍，“五位
一体”经营模式即由乡
政府牵头成立肉牛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其所辖
的10个行政村均成立肉
牛养殖合作社，通过“自
筹资金+银行贷款”方式
从吉运农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购置基础母牛放入
产业园，由乡政府统一
经营饲养。养殖期间，
乡政府通过保险公司为
每头牛购买赔付率高达
80%的保险，吉运农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则提供防
疫、饲料、技术等服务，
并以每头 1.3 万元的价
格对健康犊牛进行回

收。肉牛养殖所产生的
利润由合作社统一分配
到各个村集体，这就破
解了以往“村村搞产业、
产业都不行”的瓶颈。

据了解，产业园成
立之初，各村累计耗费
2704万元购置了1000头
基础母牛。而今，已有
1993 头 安 格 斯 牛 在 此

“落户”，新生牛犊成活
率高达 99.3%。按每头
犊牛 1.3 万元的回收价
格计算，3年后即可收回
所有投入，而 1000 头基
础母牛，则为壮大村集
体经济提供了无限可
能。

“下一步，我们准备
在现有母牛的基数上适
当扩大养殖规模，并增
加育肥饲养项目，进一
步拓宽村集体收入渠
道，为实现乡村振兴打
下坚实基础。”展望未
来，李占双信心满满。

“牛经济”助农民日子“牛”起来
□ 耿哲男 刘畅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
忙。”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大
好时节，镇赉县农民抢农时，
抓耕作，广袤田野到处一片繁
忙景象。嘎什根乡江水环绕，
一台台“铁牛”满载秧苗奔向
田野，一排排插秧机在稻田里
穿梭奔走，一株株绿油油的秧
苗在水田里整齐地排好了队。

二力把村村民沈丽娜家
的水稻插秧接近尾声，她自豪
地说：“我们村是全县最早示
范推广水稻种植的，1988年镇
赉开发的第一块稻田就在我
脚下的位置。”

“我今年种 12 公顷水稻，
选择两个优质品种，吉粳 816
和吉宏6号，这两种香型稻好
吃，更好销售，在市场上是抢
手货。”立新村王春峰和妻子
在庭院里起苗装车，王春峰托
起一盘稻苗又介绍道：“看看

这稻苗根系发育得多好，我家
稻苗大部分三叶一芯，有的都
分蘖了，这几天温度好，插上
秧都不一定缓苗。”

嘎什根乡农业技术推广
站站长王建国是远近闻名的
水稻专家，这些天他正忙着田
间地头送服务。他介绍说：

“水稻配套种植技术挺复杂，
不同的品种移栽的深度、密度
都有不同要求，水稻优质新品
种在全乡种植面积不断增加，
农业技术人员就要督促种植
户做好插秧后的护苗工作。
还要叮嘱农户加强水肥管理，
达到壮根、壮秆和足蘖的效
果，并同步做好本田灭草、叶
龄跟踪、后期管理等各项工
作，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为了解决镇赉县优质高
效耐盐碱水稻品种匮乏的问
题，2022年我们水稻研究所在
白沙滩灌区重点实验站，开展

了 62 个水稻品种的耐盐碱筛
选与评价工作，7 个优质高效
耐盐碱新品种示范推广。今
年重点大面积推广种植水稻
优质食味新品种吉粳830和吉
粳577，其中吉粳830在嘎什根
乡示范种植1500亩，今年镇赉
种植面积应该不低于 20 万
亩。”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 副 研 究 员 马 巍 博 士 介 绍
说。从3月初到现在，马巍已
经连续两个月没回家了。省
农业科学院连续 34 年派驻水
稻专家扶持镇赉县种植水稻，
马巍接过了院里三代专家的

“接力棒”，扎根镇赉8年。他
每年要在镇赉的稻田里待上
200余天。今年马巍还要在这
里完成水稻育苗激光辐照技
术、水稻钵体育苗有序机抛技
术、水稻机插同步侧深施肥等
技术示范推广。

今年镇赉县水稻种植面

积达到 155 万亩，占全县耕地
面积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吉
林省水稻生产第一大县。今
年3月，镇赉县制定了水稻生
产抗灾保春耕攻坚方案，要求
各乡（镇）场根据本地实际情
况，自行研究制定出台与水稻
生产相关的政策保障措施，按
照水稻春耕生产环节倒排工
期，要求 5 月 10 日-5 月 25 日
进行插秧作业，同时做好虫害
防治工作。

“我县在水稻种植上积极
推广良种良法，在品种上重点
推广五优稻1号、吉粳816、吉
宏6号、龙洋16等5个品种，在
技术上大力推广‘三推两早一
达标’，同时减肥减药，增施有
机肥，并以‘镇赉大米’地理标
识为重点，做大做强水稻产
业，使镇赉县逐步由水稻大县
向水稻强县迈进。”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冯明说。

镇赉：稻田播下新希望
□ 潘晟昱 王凯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为协企抗疫防
疫，帮企纾困解难，助企复工复产，5月8
日－6月8日，我省举办2022年农产品加
工领域“服务企业月”活动。

本次活动，省农业农村厅将“全、实、
细、新”服务落实到各项工作和各个环节
中，真心真意为企业办事服务，通过服务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各项措施真正落
地，尽快让企业走上正常的生产运营轨
道。

强化指导服务。充分发挥各级农产
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工作领导小组作
用，针对企业大调研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和困难，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认真加以解
决，并及时将问题解决情况反馈至省
厅。省农业农村厅成立 2022 年农产品
加工领域“服务企业月”活动领导小组，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成立“服务企业月”
工作专班，全面做好任务落实和指导服
务工作。

加强情况调度。为全面了解掌握疫
情对十大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带来的影
响，建立“日调度”工作机制。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按地区、按产业跟踪调度十
大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和存
在问题困难，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开展调查研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通过视频会议、电话调度等多种形式
开展调查研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要深
入重点企业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切实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做到“一企一策”，助力企业加快释放
产能。

建立专家团队。省里将聘请科研院
所等行业知名专家、学者，组建农产品加
工业和食品产业专家顾问团，指导企业
提升宏观决策、驾驭市场、风险控制、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水平。各地也要充分利
用科研院所等方面专家的优势，助力企
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搭建合作平台。各地农业农村部
门要根据防疫管控的要求，可采取“云
上”等多种对接形式，组织金融机构开
展银企对接活动，搭建合作平台，缓解
资金压力，助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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