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为持续推进
我省绿色食品品牌宣传，进一步提升
绿色食品公共品牌的认知度、知名度
和美誉度，扩大绿色食品的市场占有
率和影响力，近日，“春风万里 绿食有
你”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在长春启动。

宣传月活动以“绿色生产 绿色消
费 绿色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主办、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承
办，对全省加贴绿标的获证产品进行
线上线下宣传展示。线下以超市、社
区、学校等重点场所为主，线上以直播
带货、有奖竞答、活动秒杀等形式开

展。在欧亚超市临河街店、润泽新村
小区等地，省绿色食品办公室设置展
台，现场发放绿色食品知识普及宣传
册，并向消费者进行绿色食品安全宣
讲。

目前，全省有效使用绿色有机地
标农产品企业 485 家，产品总量达到
1349 个，环境监测面积达到 757.3 万
亩；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20个，面积达380.94万亩；创建
全国有机农产品基地、全国绿色食品
一二三产业发展园区、全国有机农业
一二三产业发展园区各1个。

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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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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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当前，正值土豆起收
和秋菜种植大忙季节，梅河
口市农业农村部门组成种
植工作专班，落实得力举
措，为夏收夏种工作提供技
术服务。

种植工作专班联合农
大有关专家共同制作了《白
菜种植技术工作要点》宣传
片，广泛传播种植知识。制
作白菜、萝卜种植要领告知
单，下发到乡镇村组。邀请
各级专家、技术人员，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对各
乡镇分管领导、技术指导员
和驻村工作队、“万名干部
进万家”干部进行了专题培

训。制发了《关于加强马铃
薯收获后二茬菜种植管理
工作的通知》，对育苗技术、
整地施肥工作进行安排。

强化服务指导，组织三
级技术员循环运转。安排
全市 116 名指导员深入一
线工作，指导做好土豆抢
收，并根据地块的土壤类
型、地势高低，及时调整二
茬菜种植品种。截至目前，
共开展技术指导 500 余人
次，做到技术指导不落一个
村，不漏一块地。

强化直达问效，开通专
家解答通道。聘请农大、农
科院、蔬菜花卉研究院等单
位 4 名专家组成种植疑难

问题咨询小组，与全市指导
员组建微信群。指导员遇
到疑难技术问题，可与省级
专家视频连线，直接查看种
植现状，拿出解决意见。

争取政策扶持，使绿色
高产示范县项目落地。经
过向省农业农村厅争取，获
得全省绿色高产示范县项
目，下拨专项资金 268 万
元，用于白菜、萝卜等蔬菜
种植社会化服务补助、技术
推广服务补助。重点支持
植保无人机病虫害统防统
治和肥料统配统施、开展技
术指导服务、检测评价等工
作，可有效解决“二茬菜”种
植中出现的问题。

梅河口种植专班全力服务夏收夏种

本报讯 毕玮琳 报道 8月5日，吉
林省肉牛产业发展协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全体会员大会在长春召开。本
次大会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吉林省肉牛产业发展协会是在全
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奋力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的大背景下成立的，旨
在整合资源、凝聚力量，聚焦聚力肉牛
种业创新、餐食品牌创建、产业集群发
展、大数据平台建设等重点任务，发挥
好协会“智囊团”“专家库”作用，给政
府当好参谋助手，总结典型经验，加强
交流合作，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
打造全国肉牛产业一流协会。

吉林省肉牛产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 黄鹭 报道 8月4日至5
日，省委书记景俊海到白城市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乡村
振兴这篇大文章，为新时代吉林振
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通榆县向海乡复兴村是景俊海
的乡村振兴联系点。他非常关心当
地群众生产生活，第三次来到村里，
实地了解农业规模经营、肉牛产业
发展、乡风文明建设等情况，强调要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农民参与
受益。要总结“小积分”激活“大德
治”体系建设经验，积极营造向上向
善良好社会环境。在脱贫户徐艳
丽、于德和家中，景俊海仔细询问家
庭收入、生产生活等情况，叮嘱当地
干部加强农技指导，帮助解决困难，
更好带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景俊
海与驻村干部深入交流，鼓励他们
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助力地方发展
产业、创造就业，推动乡村振兴不断
取得新进展。

在吉林通榆经济开发区，景俊

海实地踏查施必牢智能装备制造基
地、储能钒电池系统集成、德翔肉鸡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等项目现场，要
求紧盯产业链招商引资，推动产业
集聚、优势互补，夯实高质量发展根
基。

景俊海来到白城市农科院燕麦
基地，实地察看燕麦长势，勉励科研
人员抓好品种培育和产品开发，为
发展燕麦种植和食品加工全产业链
提供技术支撑。在中科佰澳袁隆平
院士团队工作站，景俊海认真察看
盐碱地改良技术应用情况，希望科

研人员充分发挥现代科技优势，努
力把盐碱荒地变成沃土良田，有效
提升产量效益，有力保障粮食安全。
盛夏时节，大安市嫩江湾国家湿地
公园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景俊海
指出，要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
旅游相得益彰，扎实推进数字文旅
建设，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业
态，不断增强对游客吸引力，切实兑
现良好生态价值。要加强上下游、
左右岸、干支流协调联防，确保汛期
安全。

调研中，景俊海强调，白城市要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加快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努
力打造吉林振兴发展新增长极。要
着力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提升智慧
农业发展水平，为农业现代化建设
赋能增效。要着力把县城建成服务
乡村振兴的中心，把乡镇建成服务
农民群众的中心，补齐“三农”领域
短板。要着力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
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景俊海在白城市调研时强调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 为 什 么 要 把 稻 田 围 起
来？”“稻田里除了水稻，还有

‘别的’，不围起来怕它们跑
了。”

松原市前郭县红光农场村
民杨春喜口中的“别的”是指螃
蟹。他从去年开始拿出100亩
稻田地，试验稻渔综合种养，取
得了成功，收入翻了一番。

“我是在前郭县农广校学
习的如何稻田养蟹。政府引导
我们开展稻渔种养模式，跟着
政府走，准没错。”杨春喜说。

一 举 两 得 ，一 水 两 用 。
2016 年以来，松原市各级水产
技术推广站积极采取措施，努
力攻克技术难题，大力实施“稻
渔综合种养增收工程”水产项
目，重点推广在稻田中放养河
蟹、鲫鱼、泥鳅等苗种，积极开

展稻蟹、稻渔共生的综合种养
模式。

这种方式充分利用了稻田
水域的生产能力，在不影响水
稻生产的前提下实施河蟹（鱼）
共生养殖，通过河蟹爬动、鱼类
摄食改善稻田土壤，进一步提
高水稻品质和产量，实现稻养
蟹（鱼）、蟹（鱼）养稻、稻蟹（鱼）
共生的绿色生产。鱼蟹清除田
中杂草和害虫，排泄物还可肥
田，水稻又为河蟹生长提供了
丰富的天然饵料和良好的栖息
环境。另外，杜绝使用杀虫剂、
除草剂等农药和化肥，有效缓
解了水田面源污染，形成了良
性的生态循环系统。

这种方式，提升了米质，促
进了渔业增产，为农民增产增
收开辟了新途径。目前松原市

蟹田米市场价达 15 元/公斤，
比普通米高1倍，销往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蟹田米亩均增
效近 300 元，生态鱼蟹亩均增
效近 800 元，蟹田米和生态蟹
供不应求。

“在保障水稻稳产的前提
下，利用稻田湿地资源开展水
产养殖，形成季节性的农渔种
养结合的生产模式，具有不与
粮争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
特点。”松原市相关负责人如是
说。

2021 年，松原市稻鱼综合
种养推广面积达到 6 万亩，稻
田养蟹亩产成蟹15公斤以上，
稻田养殖扣蟹亩产80公斤，水
稻增收7%，每亩节省农药费用
50 元、化肥费用 50 元、除草费
用25元，亩增效益近千元。

松原大力实施稻蟹、稻渔共生的综合种养模式，实现——

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
□本报记者 郭小宇

近年来，蛟河市大力发展黑木耳产业。目前，黄松甸镇黑木耳产量2.3万吨，

产值15.9亿元，黑木耳产业已经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岳恒 记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