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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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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小
宇 报道 5月7日，在德
惠市布海镇长山村铁
生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刚采摘下来的黄瓜
被身穿防护服的工作
人员装上运输车；种植
大棚内，头茬黄瓜硕果
累累。

“我这40栋大棚瓜
菜在政府的支持下，一
点也没受到疫情的影
响，都能正常上市。”铁
生合作社负责人周铁
生高兴地说。

在德惠市朱城子
镇沿河村的玫瑰花种
植园区，含苞待放的玫
瑰摇曳生姿。“我们全
年能采三到四茬，每一
茬一株能产四到五支
花。最新的一茬花预
计 5 月 中 旬 上 市 ，为

‘520’做准备。”程雪家
庭农场负责人杨雪看
着棚里的玫瑰向记者
介绍说。

德惠市的园艺特

产业近年来走上了品
系化、规模化、特色化、
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
发展道路，成为当地重
要的经济增长点。目
前，德惠市园艺特产业
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20
多万亩，设施农业种植
面积 2.1 万亩，年产值
预计超过27亿元。

以布海镇为例，由
于棚膜蔬菜规模化种
植，产生了品牌效应，
当地先后被评为吉林
省无公害蔬菜生产示
范基地、国家无公害蔬
菜生产基地，还享有

“ 吉 林 香 瓜 之 乡 ”美
誉。今年，当地实行错
时生产，填补外地蔬菜
的生产空白期，成为长
春、吉林和哈尔滨等城
市重要的“菜篮子”。

为了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带来的影响，德
惠市科学制定镇村两
级秧苗移栽、购销流
程，在全市棚膜产业发

展重点乡镇实行“点对
点”接运，使用工与销
售实现闭环管理。目
前，当地大棚内的香
瓜、西红柿、黄瓜等果
蔬正陆续上市。

德惠市积极构建
“一带引领、一核示范、
三区支撑”的棚膜产业
发展格局，一批在国内
市场有竞争力的绿色、
有机食品品牌正在崛
起。菜园子镇的“德菜
新”牌西红柿，布海镇
的“德升”牌瓜菜、“蔬
乡门地”蔬菜和郭家镇
的“吉惠”牌葡萄等，成
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品
牌。目前，德惠市已培
育绿色有机农业示范
区 11 个，“三品一标”
标识 87 个，其中绿色
食品认证 67 个、有机
食品认证 20 个，中国
驰名商标 5 个，吉林省
著名商标 16 个，农产
品 质 量 检 测 合 格 率
100%。

德惠20万亩果蔬花卉香飘市场

本报讯 闫虹瑾 报
道 为增殖养护水生生
物资源，促进渔业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近日，省农业农村
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吉林省渔
业管理条例》等规定，
制定了2022年禁渔期，
形成了《吉林省2022年
禁渔通告》。

通告规定，2022 年
禁渔时间从 5 月 16 日
12 时-7 月 31 日 12 时。
禁渔范围包括辽河、松
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
等 4 个流域内西辽河、
东辽河、辽河干流，嫩
江、第二松花江和松
花江干流，嫩江、第二
松 花 江 和 松 花 江 干
流，鸭绿江干流，以及
上 述 江 河 段 所 属 支
流、水库、湖泊、水泡
等水域。禁止除娱乐
性垂钓之外的所有作
业方式。

通告要求，加强宣
传引导。通过电视、广
播、微信等多种形式开
展宣传，在渔港、码头、
渔船集中地和渔业企业广泛张贴《通告》，宣传
禁渔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普及渔业法律
法规知识，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和广大渔民群众
对禁渔工作的认识，努力营造良好的禁渔工作
氛围。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通过积极协调公安、
边防、工商和市场监管等部门支持和配合，切实
加大执法检查频度、力度和市场监管；加大对交
界水域、重点水域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违反禁渔规定的违法行为。

强化渔业资源养护。加强对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特别保护期、鱼类产卵场、索饵场、洄游
通道的执法监督；在大规模增殖放流区域实行
临时禁渔管理，开展护渔行动，确保增殖放流成
效，有效涵养和保护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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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新型经营主体、稳
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加速农业
现代化进程……柳河县紧紧围
绕稳住农业基本盘，在保障粮食
安全的基础上，聚焦现代农业发
展要素，做大特色优势品牌，做
强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由总
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加快农
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增添源
源动能。

柳河县地处龙岗山脉，生态
资源富集，享有“山上摇钱树、地
下聚宝盆、沟谷米粮川”的美誉，
是世界黄金玉米带、白金水稻带
和山葡萄、烟叶的最佳适宜种植
区。一统河、三统河、哈泥河等
6 条中小河流穿行县域,主要河
流水质稳定达标，空气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92.8%，森林覆盖率达
到51%。

凭借这一优势，柳河县多措
并举发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进程，培育打造特色产业品牌。

全县粮食产量达到 12 亿斤，是
全国 800 个产粮大县之一。柳
河火山岩稻米、柳河山葡萄、柳
河烟叶等基地面积突破 30 万
亩。柳河山葡萄酒屡获国际国
内大奖，云岭野山参被评为“长
白山人参品牌产品原料生产示
范基地”“安口榛臻小镇”成为国
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农机
化水平至关重要。因此，柳河县
抓住国家出台农机购置补贴等
强农惠农政策的机遇，结合当地
实际，多措并举扶持农机化发
展。孤山子镇高台村十里香农
机专业合作社是由村党支部领
办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提供
播种、收割、烘干为一体的流水
式现代化田间机械化作业，每亩
作业费以低于市场价20元的优
惠，服务本村农户。对此，高台
村农民马庆峰心里有笔明白账：

“雇用合作社的插秧机插秧省

工、省时、又省钱，一亩地能省一
百多元。”村党支部书记田德发
告诉记者：“去年，通过提供农机
服务和土地流转，十里香合作社
实现毛收入120余万元。”

有了“十里香”的成功经验，
村党支部确立“合作社+公司+
产业”发展模式，成立了博发种
植有限公司，投入100万元建设
水稻育苗大棚54座，打造“水稻
育苗工厂”，为农户提供“健康
种”“放心苗”，实现种、管、收、储
全流程社会化服务，打通了粮食
生产全产业链。

扶持新型经营主体，推进适
度规模经营。这个县按照“积极
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
质量”的发展思路，坚持多点发
力，从加大资金投入、强化信贷
支撑、保障用地需求、强化人才
培养等角度，持续推动农民专
业合作社做大做强。目前，全
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1559

家，入社成员 19955 人，注册资
金 31.4 亿元，带动农户 2 万余
户。

大米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注册成
员56名。合作社组织成员统一
水稻种植销售，统一购买农机具
和农业生产资料，开展农业机械
作业服务。

自然道农产品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资金 395 万元，注册
成员 100 名。经过探索实践，
形成以蛙田米业有限公司为
依托，合作社为基础，农户为
保障的产供销一条龙经济联合
体。

如今，柳河县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建设迈上了高质量发展快
车道，农业产业化水平大幅提
升，产业振兴呈现勃勃生机，成
功创建“中国山葡萄酒之乡”“中
国火山岩稻米之乡”，荣获“全国
好粮油工程示范县”称号。

龙岗大地绘新景
——柳河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体系

□ 王锐 本报记者 吴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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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
到春耕的农民。每年这个时节，
也是灵芝移栽全面展开的季节，
农民忙着把木灵芝从发酵室移栽
到大棚，种下“金疙瘩”，培育致富
梦。

近年来，抚松县万良镇以增
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地域和
产业相结合，立足本地富集的生

态自然资源优势，积极引导推进
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向阳村、朝
阳村、庆升村地处镇域西南，地势
东高西低，泉水长流，海拔条件造
就昼夜温差较大，这种自然环境
适合灵芝的生长，而且利于生产
高品质的灵芝孢子粉。在镇政府
的引导和帮扶下，这三个村灵芝
种植逐渐形成规模，在种植、采

粉、销售上形成产业链条化，并带
动当地剩余劳动力就业，为群众
致富打下坚实基础，把这个小山
谷打造成了万良镇的一张新名
片。

据悉，今年总计种植灵芝
760 棚 456 万段，9 月份孢子粉
可全面采收，收益可达 1000 万
元。

小山谷种出“金疙瘩”
□ 盛文强 本报记者 郭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