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西山村

三 组 赵 有 经 营 权 证
220381107222030016JJ、承 包
权 证 220381107222030016J 丢
失，声明作废。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张志刚 身份证

号：220322196905039077 对坐
落于梨树县喇嘛甸镇前加巴村
二组的不动产（证书编号：喇集
建91字第6152号）申请办理继
承登记，用途：住宅 ,面积 64.03
平方米。 现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和《不动产登记操
作规范（试行）》之规定，对该申
请进行审查并予公告。如对该
申请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
机构将予以登记并颁发《不动
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邮编：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 年7月29日
遗失公告

产权人：镇赉县来福材料
加工厂，坐落在镇坦公路西 5
区 15段 19号，砖木结构，用途
办公室，建筑面积：202.27平方
米，产权证号：00015094遗失，
公告声明作废。与此相关权利
人及责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
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
镇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
根据《房屋登记管理办法》，准
予补发证书。

镇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22年 7月 29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王怡明 对坐落于

四辽垦区西文明街立奥兰湾小
区4#楼5单元402室的不动产
（ 证 书 编 号 ：2016226849、
2016226850）申请办理继承登
记，用途：住宅 ,面积59.33平方
米。 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和《不动产登记操作规
范（试行）》之规定，对该申请进
行审查并予公告。如对该申请
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
将予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
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邮编：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遗失声明
于凯歌身份证丢失，证号：

220323200106021212，特 此 声
明。

遗失声明
刘志身份证丢失，证号：

220323197909283222X，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孙立军、陈

晶华将坐落在兴华街通乾路，
用途仓库，建筑面积 255.60平
方米，证号为通房权证通字第
75064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孙立军、陈晶华
2022年8月1日

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孙立军、陈

晶华将坐落兴华街通乾路，用
途仓库，建筑面积 255.6 平方
米，证号为通房权证通字第
75064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
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
告有异议的，请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向通榆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
请异议的，将根据房地产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补发。

通榆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2年8月1日

JI LIN NONG CUN BAO特别关注 ■电话：0431-88600735 ■责任编辑/张立蕴2022年8月2日 星期二农村版 02

七月盛夏，走进梨树县国家百万
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
基地核心示范区，一望无际的玉米抽
雄吐丝，经过雨水的浇灌更显青翠茁
壮，广袤的黑土地焕发着盎然生机。

2020 年 7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吉林视察时，专程到梨树县察
看黑土层土质培养和玉米长势。他
语重心长地说：“东北是世界三大黑
土区之一，是‘黄金玉米带’‘大豆之
乡’，黑土高产丰产同时也面临着土
地肥力透支的问题。一定要采取有
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
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梨树模
式值得总结和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和鼓励，让
梨树县坚定了信心、增添了力量。两
年来，梨树县不负总书记嘱托，努力
出经验、蹚路子、走在前、做表率，黑
土地保护利用取得骄人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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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我省优化提升“梨树模式”，
46 个县（市、区）推广保护性耕作面
积达到3283万亩，稳居全国首位。

“梨树模式”提档升级 耕地质量
显著提升

“两年来，黑土地保护已经形成
全社会共识。‘梨树模式’由 2020 年
在全县推广150万亩，到2021年232
万亩，再到今年 280 万亩，一年一个
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梨树县农
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自豪地
说。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五强县之一
的梨树县，正是黑土地保护利用的试
验田。2021年，梨树县率先打造“梨
树模式”升级版，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或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实施
主体，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以 300
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单元，
全程机械化操作，最大限度发挥农机
具作用，整县推进实施“梨树模式”。

“通过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形成以合作社为主体，政府主导，粮
贸、金融、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为一
体的生产格局，做到规模连片、规范
行距、智慧种植、产销统筹，率先实现
现代农业标准化、机制化、信息化和
契约化。”王贵满介绍，去年全县完成
了14个单元建设，今年计划达到22
个单元建设。

从 2007 年到 2022 年，从对黑土
地保护与利用的攻关探索到面向全
国推广，如今，“梨树模式”已成为防
风固土、培肥地力、抗旱保墒、节本增
效的综合代名词，积淀了渐渐“黑”起
来的农田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受益者。

“我这 700 多公顷地全部采用
‘梨树模式’，秸秆粉碎烂了之后地不
干，通透性好，抗倒性强，防病虫草
害，1公顷地能打粮2.4万斤，节约成
本 1200 元。”谈及过去，梨树县康平
街道八里庙村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社长卢伟望着垄间腐烂的秸秆，
脚踩松软的黑土地感慨道，以前这地
硬邦邦的，用手抠到两厘米都费劲，
现在根系都能扎到1.5米了，一铲子
下去，还能看到好多蚯蚓。

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就是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两年来，我省成立了
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黑土地
保护领导小组，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
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定了全国
第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规范，设立了
全国首家黑土地保护院士工作站，确
定了每年7月22日为“吉林省黑土地
保护日”，连续举办七届“梨树黑土地
论坛”，全力以赴保护“耕地中的大熊
猫”。

农机农艺高效融合 黑土粮仓永
续利用

从黑土地保护谈到科技兴农，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
要靠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
融合，加强农业基地和科研院所的合
作，专家学者要把论文真正写在大地
上，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
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
两年来，“梨树模式”不断创新农业科
技研发应用模式，以科技为支撑，率
先在东北黑土区实现了秸秆全覆盖
技术“国产化”、免耕播种机具“中国
化”、耕作技术推广“系统化”。

2021年，梨树县与中科院合作，
高质量完成了万亩“黑土粮仓”科技
会战梨树示范区建设任务；与中国农
业大学合作，开展了“百名硕博进百
家合作社”行动；成立了梨树县农科
院，围绕种子、农机、农技进行科技攻
关，持续提升“梨树模式”的创新性、
示范性、引领性。

今年，“梨树模式”在原有玉米秸
秆覆盖免耕、玉米秸秆覆盖条带旋
耕、玉米秸秆覆盖原垄种植和玉米秸
秆高留茬垄侧栽培 4 种保护性耕作
模式基础上，结合“秸秆变肉”工程，
融入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沤还田
模式，打造了更加节本增效的“4+2
梨树模式”升级版。

“过去农民种一季玉米，地要反
复整、压 4 次，加上大量使用化肥和
掠夺性开发，破坏了黑土层结构。”王
贵满说，今年，他们与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梨树实验站研发生产出一款在
秸秆覆盖地表条件下完成施肥、播
种、覆土、镇压等多工序一次作业的
新型免耕播种机，在保护性耕作关键
机具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走进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院，一排排现代化大型农机具引
人注目。“这是玉米联合收割机，能
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剥皮、收集装
车；这是无人植保机，用来除草和田
间防虫……”卢伟指着自家“宝贝”
对记者逐一介绍，这 60 台套农机具
覆盖玉米从种到收各个环节，实现全
程机械化。打开手机，指尖轻触，卢
伟调出了一幅新型免耕播种机春耕
作业轨迹图，对记者说：“有了这张
图，待到秋收时节，农机就能按照春
耕时的轨迹收割玉米了。”在合作社
驻点开展科研的中国农业大学科研
人员为农机安装了无人驾驶系统，具
有精准播种、自动收割等多项功能，
实现远程遥控。

两年来，我省启动了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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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免耕播
种机保有量达到3.5万台。

“现在农业发展模式逐步从‘机
械化’过渡到‘智能化’，变成‘智慧农
业’‘指尖农业’，新农民动动手指就
可以完成生产活动。”王贵满信心满
满地说。

记者手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

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饭碗田”。
两年来，梨树县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殷殷嘱托，不断增加黑土地保护利
用的科技含量，推进农业生产机械
化、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黑土层
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实现了逆转。

我们欣喜地看到，秸秆全部还田
地块，每平方米蚯蚓数量约60至100
条，是常规耕作的十多倍。秸秆覆盖
在地表，减少水分蒸发和升腾，相当
于增加40至50毫米降水，平均可减
少土壤流失80%左右，每公顷可减少
风蚀量800多吨，节约成本约1000至
1400元，平均增加产量5%至10%。

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我
省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国家重要商
品粮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责任。怎样用可持续的观念
来看待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协调好

“用地”与“养地”的辩证关系，“梨树
模式”为我国黑土地保护贡献了“吉
林方案”。

碧空如洗，水鸟翩跹，鱼肥水美，
盛夏时节的查干湖美得如诗如画。

2018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查干湖了解生态保护情况。
他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振兴东
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态环境
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查干
湖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要坚持走下去。在这里，他留下了

“年年有鱼，年年有余”的美好祝愿。
几年来，位于松原市的查干湖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决做
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在今天的查干湖，“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正在成为现实。

做好“水”文章

“水好了，鱼肥了，人富了……”
站在一望无际的查干湖边，在此工作
了几十年的查干湖渔场第二十代“鱼
把头”张文讲起了查干湖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断流，
查干湖几近干涸。1976 年，当地政
府带领群众历经8年修通运河，引来

松花江水。21 世纪初，水域面积由
50 多平方公里扩大到 400 多平方公
里。“圣水湖畔”的精彩故事由此开启
了新的篇章。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查干湖的
开发与保护指明了正确方向。张文
告诉记者，近年来，查干湖周边全力
消除影响环境的经营活动，东岸引来
水库水，西岸修建农田退水自然沉降
区，北岸启动建设湿地恢复工程。保
护区内种植荷花、蒲草、芦苇，发挥水
生植物的降解作用。经过湿地过滤、
自然沉降的查干湖水体与嫩江、松花
江通连，3年就可整体置换一次。一
池活水，也成为查干湖周边持续发展
的活力之源、动力之源。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查干湖共
实施水质提升项目 8 个。当地还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安
排、同部署，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
长制，积极探索河（湖）长制、林长制
工作的长效机制，大力开展植树绿化
工程。经过努力，查干湖水质不断改
善，水体总体控制在Ⅳ类水体标准。

写好“鱼”故事

夏天的查干湖，有水清苇美、花
香鱼肥的精彩和美好；冬天的查干

湖，有踏雪“出征”、冰湖腾鱼的壮阔
与豪迈。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查干湖
走出一条以“鱼”为主题的生态旅游
之路。

2021 年“查干湖第二十届冰雪
渔猎文化旅游节”期间，查干湖累计
接待旅游人数16.78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1.48亿元，区所属渔业企
业共销售鱼产品335.5万斤，实现销
售收入 4065 万元，“鱼”带来的效益
不言自明。

张文告诉记者，为保证猎杀不
绝、年年有鱼，除了坚持使用 6 寸网
眼渔网、只捕大鱼，查干湖还大力实
施“以水养鱼、以鱼净水”工程，坚持
每年投放鱼苗，投入的鱼苗远远超过
捕鱼的数量。“我们听总书记的话，坚
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查干湖的鱼不会减少，人们的日
子也会越来越好！”张文说。

吉林查干湖生态旅游集团董事
长、总经理孙臣告诉记者，几年来，查
干湖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做好常
规工作基础上，加大鱼产品深加工、
精加工、精包装的开发力度，进一步
延长渔业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
值。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和渔业旅游项目，

增加渔业企业旅游业的收入比重，查
干湖生态渔业真正实现了“年年有
鱼，年年有余”。

谋求新发展

借力生态牌，打好旅游牌。沿着
总书记指明的正确方向，几年来，查
干湖的“绿水青山”化作了金山银山。

“几年来，我们加大了水环境治
理和环境保护，投资了生态旅游项
目，积极开发生态旅游，实现了‘在保
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孙臣告
诉记者，近几年，查干湖全面推进生
态保护项目。省市县各级政府精心
研究，谋划了28个生态保护项目，对
查干湖生态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
经过努力，查干湖水质不断改善。

截至目前，查干湖景区累计接待
游客近8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70.2亿元。2021年国庆假期短
短7天，查干湖景区就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近9000万元。

孙臣表示，今年，鱼园、水生态治
理项目等都在陆续建设中。下一步，
将建设生态小镇，实现景区内做减
法、景区外做加法，合力构建“生态查
干湖、四季查干湖、世界查干湖”的特
色生态旅游产业，将查干湖建设成为

吉林省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和世界名湖。

几年来，查干湖全方位、全地域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继续在生态与旅
游共生、保护与发展并重的道路上行
稳致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保护
与开发工作的并行推进，属于查干湖
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记者手记：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查干湖用生动的实践印证了这条道
路的正确性，由此带来了丰厚的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总幅员面积500平方公里、水面
面积42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是全国
知名淡水湖，更是我省西部生态经济
区的核心区，在“向海、莫莫格、查干
湖、波罗湖”四大生态群落中处于核
心位置，在调节我省西部地区气候、
维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同时，作为我省“一主六双”旅游
大环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查干湖在
我省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发展方面
的双重地位益发凸显。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
资源禀赋好、规划部署好、落地执行
好的查干湖，必将越来越好。

两年来，梨树县在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发展道路上持续优化提升，努力出经验、蹚路子、走在前、

做表率，实现跨越式发展——

奋力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
□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牢记殷殷嘱托，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决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查干湖：年年有鱼 年年有余
□ 吉林日报记者 陶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