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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宝林 报道 时下，
城边的特色采摘游“火”了起来，
每到节假日，很多市民和游客都
会慕名而来品尝新鲜瓜果、欣赏
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走进
位于通榆县兴隆山镇的硕果巨
丰家庭农场，放眼望去，红彤彤
的油桃像一个个燃烧的红灯笼，
挂满枝头，绽放妩媚的光芒。香
甜可口的香瓜，整齐挂在青翠的
吊秧上，令人垂涎欲滴。瓜果飘
香的大棚里，久居都市的人们，
三五成群提着筐，采摘丰收果
实，体验农家之乐。

据了解，硕果巨丰家庭农场
幅员面积 15 万平方米，是通榆
县境内惟一一家综合性、多果类
的绿色生产采摘基地。开设多
样性果蔬种植，在园内建造成
10 余栋温室大棚和专业精品

育苗室，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
蔬菜、水果采摘活动。

采摘园负责人张子柱是一
名退伍军人，他介绍，采摘园的
果品与市场销售的果品大有不
同。区别在于市场销售的果品
七成熟便摘取了，再经过装箱运
输,周期长，味道欠佳。而采摘
园的果品，是在保证自然成熟的
前提下，挑选果实饱满的果品而
摘取的，这就使果实更加香甜
可口。卓越的品质和丰富的品
类 ，让 采 摘 园 的 生 意 蒸 蒸 日
上，年收入达到 200 多万元，安
置当地农民20多人就地转移就
业。

如今，硕果巨丰家庭农场已
成为通榆游客体验乡村采摘游
的好去处，一串串饱满的果实成
为当地农民的“致富果”。

通榆特色乡村采摘游火爆

5 月 24 日夜间，室外喜雨
叩窗，室内手机叮当作响，吉
林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工
作微信群捷讯频传。天帮忙、
人努力，在高空冷涡和人工增
雨作业共同影响下，全省出现
4 月下旬以来最明显降雨过
程，粮食主产区大部分乡镇出
现透雨。

全省布阵 追云逐雨
据气象部门统计，4月20

日-5 月 22 日我省气温高、降
水偏少、多大风。特别是全省
平均降水量 26.5 毫米，较常年
偏少 54%，居历史同期少雨的
第 3 位。全省出现 11 次大风
天气过程，累计 278 站次，较
常年多一倍左右。多重“夹
击”下，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旱
情，据5 月 20 日实测和卫星遥
感监测综合分析，松原西部和
南部、长春南部、四平大部、辽
源西部等部分地块出现轻度

到中度缺墒，白城北部、延边
东部也出现局部缺墒地块。

面对旱情，我省密切关注
云水条件，备好增雨飞机和地
面火箭，抢抓一切有利时机实
施人工增雨，力争下一场透
雨、及时雨，缓解当前旱情。
各地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每
天都能接到询问电话：“什么
时候增雨呀？”农民急，气象人
更急。然而，增雨的“东风”迟
迟不来。

“24-27 日我省大部将出
现降雨降温天气。”5月23日，
好 消 息 传 来 。 雨 情 就 是 命
令。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世恩迅速部署调度全省气
象部门人工增雨工作，要求站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
抢抓此次天气过程，全力实施
人工增雨抗旱作业。

全省人工增雨工作有序
组织、协调、管理、调度。很

快，龙嘉机场增雨飞机、机组
增雨人员，以及全省各个炮点
迅速做好准备，炮弹供应充
足，省人影办加密制作地面人
影作业条件分析报，随时准备

“向天要水”。
“火箭”升空雨润大地
24日，随着云层达到增雨

有利条件，紧紧围绕抗旱保苗
目标，一场与风云较量的空地
协同作业立刻展开。增雨飞
机直刺苍穹，在长春、四平、松
原等地区开展飞机增雨作业
共 2 架次、6 小时，发射焰弹
400 枚。

午后开始，地面增雨作业
逐步展开。24 日夜间注定是
一个不眠夜。全省各地作业
人员深夜蹲守，抓准时机，调
整作业车的方位、仰角，按下
发射键，一枚枚火箭弹升空追
逐云团。据统计，截至25 日 7
时，白城、松原、四平、长春、吉

林、辽源、通化、延边等地区实
施火箭增雨作业，55 部火箭架
共发射火箭弹 306 枚，参与作
业人员 233 人。

全省各地纷纷降下“喜”
雨。据统计，在自然降雨和跨
区域、空地协同立体人工增雨

“推波助澜”下，截至 25 日 11
时，松原、长春、吉林、四平、辽
源、通化、白山西部大部分乡
镇出现10毫米以上降雨，有效
缓解了前期缺墒情况，中西部
大部分地区旱情得到明显缓
解或者解除。

25日，降雨持续，雨情、作
业情况、作业效果各类信息在
省人影办汇集。伴随着雨声，
全省气象部门工作人员没有
松懈，继续全天候密切监视天
气变化，坚守作业点，全力实
施人工增雨作业，为进一步增
加土壤墒情提供保障，力争全
面解除旱情。

为黑土地送去“润田雨”
——全省气象部门抢抓时机开展空地联合人工增雨作业

□ 张晓霞 敖艳梅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近日，在梨树模式百万亩绿
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核心示范区内，伴随着机械作
业阵阵的轰鸣声，拖拉机牵引着大型免耕机在田间来
回穿梭，吹响了梨树县2022年“梨树模式”助力春播
生产“冲锋号”。

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文镝介绍，合
作社今年承包加代耕的面积超过330公顷，全部采用
保护性耕作的“梨树模式”。“梨树模式”是一套以保护
黑土地为目的，以秸秆覆盖为方式的全程机械化种植
方式，主要采取秸秆覆盖、免耕播种，也就是把秸秆留
在土地上，相当于给土地盖了一层被子。

2021年，我省成立了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组建以中国科学院院士领衔的吉林省黑土地保护专
家委员会，制定了 10 个方面 38 条具体措施，推进人
才、资金、项目等向黑土地保护聚集。并与中科院签

署框架协议，联合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稳住“大
国粮仓”、端牢中国饭碗。

今年，为了提高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的积极性，
12亿元保护性耕作补贴春耕前已拨付到全省各地，按
照玉米秸秆覆盖量划分3个档次进行补贴，秸秆覆盖
量60%以上每亩补助不超过100元，秸秆覆盖量30%
至60%的每亩补助不超过80元，秸秆覆盖量在30%以
下的每亩补助不超过40元。同时，启动农业机械化
智慧云平台保护性耕作作业监测，免耕播种机安装实
时监测设备并同步上传，固化保护性耕作地理坐标，
实现全省统一管理。

2019年以来，我省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每年新增
1000万亩以上，实现“三连增”“三跨越”。2021年，梨
树示范基地玉米亩产达到1077公斤，创东北地区高
产纪录。今年，我省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力争达到
3200万亩，比上年增加300万亩以上。

今年我省实施保护性耕作
面积力争达到3200万亩

洮南市二龙乡针对农民种植花生发放补贴，推广使用

可降解地膜。图为农民正在使用农业机械播种花生覆膜

种植。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王志刚 记者
徐文君 报道为巩固疫情防
控和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着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
的城乡人居环境，推进文
明城市创建常态长效，榆
树市以爱国卫生运动为
载体，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覆盖、无死角的清洁行
动。

榆树市充分发挥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优势，广泛
动员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

动，引导群众养成并践行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在恩育乡新胜村，志
愿者宋玉正在同本村的志
愿者进行大扫除，身着红
色马甲的志愿者手持扫
帚、铁锹、铁耙等清理工
具，对街路、路边沟、绿化
带等盲点和死角进行彻底
清理，为村民创造干净、卫
生 、整 洁 的 生 活 居 住 环
境。他对记者说：“我将积
极号召更多人行动起来，

从我做起，自觉维护村民
公约，讲文明、树新风、塑
形象，以自我的小文明助
推城乡大文明，争做文明
城市创建的示范者和生力
军。”

为保持城区环境卫生
整洁，榆树市环卫处加大
清扫保洁工作力度，细分
清扫任务，采取人机结合、
扫洗结合、地面吸尘与空
中降尘相结合的工作模
式，每日对 67 个主次街路

及环卫设施进行全面洗扫
和消杀，达到除尘、降尘标
准，确保城市环境亮丽整
洁。

自爱国卫生运动开展
以来，榆树市对全市弃管
小区实行全天侯保洁，实
行专人、专车、定点收运管
理。累计清理居民村屯
420个，居民楼院560处，为
全市群众打造更加安全、
更加舒适、更加优良的生
活环境。

榆树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讯 陈沫 报道 今年以
来，延边州抢前抓早、超前谋
划，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大豆扩
种工作。今年，全州大豆播种
面积将达到173.9万亩，同比增
加 32.1 万亩，约占全省大豆播
种面积的35%。

强技术，夺丰收。举办全
州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培训班，开展冬春科技培训，通
过集中办班、远程技术服务、进
村入户指导等形式，培训农民
和农技人员 2.85 万人次，实现
从种到收全程跟踪培训指导，
推动关键措施落实到村、到户、
到田。

增补贴，保收益。统筹安
排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充分

考虑拉近玉米、大豆种植收益，
合理确定玉米、大豆生产者补
贴标准，原则上大豆生产者补
贴每亩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
200 元左右。争取国家耕地轮
作补贴，积极调动农户种植大
豆积极性，补贴标准为 150 元/
亩，从而增加种植大豆农户政
策性补贴收入，提高农户种植
大豆收益。

抓宣传、扩面积。通过电
视、微信公众号、广播、村屯大
喇叭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大
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试点
补贴等相关政策，及时释放国
家支持扩种大豆的政策信号，
帮助农户算好经济账、效益账，
提高大豆种植意愿。

延边州全面推进大豆扩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