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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莹 左文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夏至时节，鹿乡
大地繁花似锦，生机勃发。走
进东丰县中国·吉浙东丰松籽
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处处可
见吊臂起落、车辆穿梭、机器轰
鸣，建设者们挥汗如雨赶工期、
抢进度，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昭示出奋发图强的赶超气势。

中国·吉浙东丰松籽产业
园建设项目地处三合乡，毗邻
梅河口市区，303国道、吉沈、集
双高速近在眼前，具有得天独
厚的交通流通优势。项目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个项目分三期
实施，一期计划投资 6.2 亿元，
占地面积 18 万平方米，今年 8
月可投产达效，一期项目全部
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7亿元，
税金1400万元，带动就业1000
人。

据了解，“中国·吉浙东丰
松籽产业园项目”由吉林慧谷
食品有限公司和吉林省浙商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建。总
投资20亿元，总占地面积50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1万平
方米。项目主要建设生产加
工、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科技
研发、质量检测、旅游观光等10
大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吸
引梅河口市及周边县市松籽企
业，有效整合松籽加工、仓储物
流、海关进出口贸易、松籽原料
资源集散等功能，并依托中国
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开发以松
籽、坚果为原料的食用、保健、
化妆、生物医药等系列产品，打
造以松籽产业为主，农副产品、
林下经济产品、有机蔬菜加工
为辅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园区，
形成“亚洲松籽产业第一乡”、

国际果仁进出口贸易基地。
眼下，全县各项目建设工

地“鏖战正酣”，一批批规划项
目加快落实，一批批在建项目
有序推进。

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
园项目是该县推进梅花鹿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的重要项目，分
两期实施，总占地面积74万平
方米，预计总投资 23 亿元，计
划利用 5 至 8 年完成。园区主
要围绕“梅花鹿+医药健康”产
业，立足打造全国最大的梅花
鹿产品集散地，建设集现代农
业、旅游业、加工业、服务业和
金融业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截至目前，该项目一期工程产
业大厦已完成室内装饰装修的
85% ，室 外 幕 墙 安 装 已 完 成
90%，室外景观道路施工完成
60%，即将达到竣工标准。标

准化厂房现已经完成主体封
闭，二次结构完成 70%，预计 7
月30日正式投入运营。

年产5万吨花果酒项目是
三合乡重点建设项目，由吉林
省红动饮品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2021 年 3 月开工以来，项
目建设方抢抓工期，挂图作战，
现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据介
绍，该项目占地面积 21420 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 15504. 96 平
方米，新建和改造生产车间 2
栋，购置全自动生产线 5 条。
目前，项目已完成征地及二期
厂房建设，生产线已安装使用
3 条，装备安装在新建厂房内
的 2 条生产线设备已交预付
款，待内部隔断、装修完毕后进
场安装。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
年产花果酒 5 万吨，储存原酒
及果汁800吨。

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东丰项目建设高歌猛进势如虹

本报讯 闫虹瑾 报
道 眼下，水稻进入分孽
盛期。随着气温回升，绿
油油的秧苗长势旺盛，孕
育着农民丰收的果实。

为进一步强化水稻
生产技术措施，保障口粮
安全，6 月 30 日，全省水
稻有序机械抛秧现场会
在伊通县召开。

来自全省各县（市）
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志
和农民种植合作社代表
等 120 余人首先来到伊
通镇前范村伊通满族自

治县大农长丰农机专业
合作社水稻现代产业园，
参观了水稻有序抛秧机、
大马力拖拉机等新型农
机具，查看了水稻秧苗长
势情况。

“这项技术的优点是
节约成本，带泥土抛出的
秧苗没有缓苗期、分蘖率
强，即抛即成型，每天每
台可抛秧6公顷左右，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大
农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指着实施水稻有

序机械抛秧和机械插秧
技术地块秧苗长势对比
情况介绍，整体看水稻比
同期分蘖增多6-7个蘖，
株高提高4厘米，预计秋
后增产10%以上。

在随后召开的集中
大会上，省农科院水稻所
专家对水稻抛秧技术进
行了详细讲解，伊通县和
辉南县农业农村局以及
合作社代表分别作了典
型发言。

“推广水稻有序机械
抛秧技术，是全省推进现

代农业建设的一项具体
举措，四平市率先破解
了 水 稻 机 抛 秧 技 术 推
广难题，长春、吉林、白
城、松原、通化、延边和
梅 河 口 等 地 区 相 继 开
展 了 示 范 推 广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农 机 处 副 处
长王雷说。

据悉，今年全省新增
水稻有序抛秧机 170 台，
水 稻 有 序 机 械 抛 秧 示
范推广面积达到 1.6 万
亩。

我省水稻有序机械抛秧
示范推广面积达到1.6万亩

洮南市蛟流河乡农机站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对申领补贴

的农机实行就地查验政策，为农户省去了以往将农机运送到市

里查验的运输和时间成本。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查验农机。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边境 陈晖 任胜章 报道 今年
以来，双辽市科学谋划绿水长廊项目，加
速推进河湖生态升级，打造水绿相融“绿
脉”，锻造绿水长廊精品。

多年来，由于干旱少雨，致使双辽市
境内河流多数断流，水库、泡塘蓄水量较
少，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双辽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将绿水长廊建设作为恢
复河湖生态重要抓手，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规划专班，实地踏查、精准测量、科
学谋划，创新设计理念，强化规划编制，
结合双辽市实际，以“一带、两纵、三横、
四库”为总体构架，以建设造福人民幸
福河湖为主要内容，共谋划13个绿水长
廊项目，其中近期项目8个，中远期项目
5个。

在省河长制办公室和四平市河长制
办公室积极推动下，双辽市把万里绿水
长廊建设作为全市河湖长制中心工作和
重要抓手。截至2021年末，双辽市5个绿
水长廊项目建设已完成投资6.22亿元，建
设长度 53 公里，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通过先建成一批精品工程、示范工
程，为全面推进绿水长廊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其中西辽河双辽市段被确定为
2021 年省级万里绿水长廊第一批试点，
目前，已完成堤防加固、公园升级改造等
建设内容。

今年是双辽市规模性建设绿水长廊
的起步年，共谋划绿水长廊项目10个，计
划投资 22500 万元，计划建设长度 89.02
公里。目前已开工项目6项，均在有序推
进中，预计今年底前将陆续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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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伟 报道 6 月 29 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关于加快梅花
鹿产业发展的意见》政策解读新闻
发布会，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对

《意见》进行政策解读并现场回答记
者提问。

《意见》立足发挥特色资源优
势，科学布局，对梅花鹿产业发展作
出更为全面、具体的部署。确定了
坚持融合发展、市场导向和多元投
入的三项基本原则，提出了未来发
展目标，力争用5年时间，全省梅花
鹿发展到100万只，全产业链产值达
到1000亿元。

《意见》包括六个部分，二十三
项内容，政策亮点集中体现在四个
方面重点措施——

支持现代养殖基地建设。《意

见》从种源保护、规模养殖和疫病防
控等方面提出发展方向，明确支持
内容，对2021年以来被评为国家级
保种场、核心育种场的一次性奖补
200 万元，被评为省级保种场、核心
育种场的一次性奖补50万元。加强
对中小养殖户的指导帮扶，对梅花
鹿养殖场扩大再生产贷款300万元
以内，符合条件的享受省农业信贷
担保贷款贴息支持。

做大做强龙头加工企业。明确
支持企业提高加工能力、研发新产
品、培育名优品牌。实施全链条、全
利用产品开发战略，推动皮毛骨血
等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鼓励
企业开展梅花鹿产品食用安全性等
研究。对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企业
开展梅花鹿茸、角、胎、骨入食研究
并进入药食同源目录的，每种产品
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奖补。

强化品牌创建和市场营销。全
方位宣传推介“吉林梅花鹿”区域公
用品牌，打造中国第一、世界知名的

“吉林梅花鹿”品牌。支持相关县
（市、区）建设统一、开放、规范的梅
花鹿产品交易市场，全力打造全国
梅花鹿产品交易集散中心。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的梅花鹿产品交易渠道，鼓励梅
花鹿产品加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

略 ，扩 大 鹿 产 品 进 出 口 贸
易。编制吉林梅花鹿产业标
准体系框架，引领产业高质
量发展。

加快推进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梅花鹿产品进景区
上店铺货架、进文化博物馆
上旅游线路，建设梅花鹿生产

与文化旅游相融合的县域特色经济
发展示范基地。大力发展梅花鹿特
色餐饮体验服务业，支持有条件的
县（市、区）建设梅花鹿食品加工体
验馆、养生餐饮与健身产业园等项
目。创建一批省级、国家级梅花鹿
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推进梅花鹿
产业园项目建设，构建省市县梯次
布局、点线面协同发展的梅花鹿产
业集群。

我省召开《关于加快梅花鹿产业发展的意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

发挥优势 科学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