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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
息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
的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
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
纠纷，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如
发生任何纠纷，本报概不负责。

本报敬告

地处白城市洮北区的保民农业发
展集团始建于1956年，是以种植业为主
的国有独资农垦企业。集团设8个农业
分场，共 10个自然屯。全场幅员面积
4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17万亩，其中
水田3.75万亩，占比90% 。

保民农场领导班子不断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立足实际，大刀阔斧开展一
系列改善基础民生、夯实特色产业、发
展现代农业和完成社会化职能等调整
和改革，农场企业活力不断释放，逐
渐发展成为白城市农业战线的一支生
力军。2021年农业生产总值达 1.03亿
元。

规模化经营，开创现代农业新天地
土地是农垦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型

资产。如何释放土地潜能，将资源转化
为资产？保民农场把资源盘活，让土地
生金。

农场领导班子把土地流转纳入当
年最重要的工作日程。全场上下统一
思想，群策群力，制定严密实施方案，细
化土地流转原则及相关事项，得到了职
工代表大会的一致通过。在土地流转
过程中，始终坚持在依法、规范、有序的
原则下开展工作，得到了职工群众的大
力支持。

农场出台相关措施，加大扶持力
度，顺利帮助经营大户将旱田全部改为
水田。同时，实施了农田电网改造工
程，满足了水田的用电需求。近几年，
农场不断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田成方、林成行、路相通、渠相连的标准

化高产稳产农田已经成型。2020年，农
场又投入扶贫项目资金 120万元，建设
节水灌溉项目，铺设水田渠道 U 型槽
6007延长米，配套分水口 220座，不断
提高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广使
用玉米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技
术，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宝贵的实
践经验。以牧业小区建设带动全场养
殖业发展，积极推进农场肉羊、肉牛养
殖实现规模化、高效化、产业化。

品牌化战略，绘就核心产业好前景
保民农场地处洮儿河冲积扇平原

上，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土壤偏碱性，
是弱碱大米得天独 厚 的 绝 佳 产 地 。
2021年，全场种植水稻面积 3.45万亩，
总产量 4100万斤。水稻产业成为保民
农场最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
业。

农场致力于打造规模化、产业化、
品牌化、科技化、专业社会化服务于一
体的水稻产业链闭环。集团主要产品

“大沁塔拉”牌弱碱大米，选种均为国家
级食用粳稻优质品种，产出的大米品质
高、口感好。同时，保民农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从 2019年起建设产品质量提
升体系，是吉林农垦第一家成规模产品
质量提升可追溯的种植基地。系统管
控稻米产品全产业链条。目前，4个生
产基地 2万亩稻田管理全部纳入信息
化平台实时监管，真正做到了自有基
地、自行生产、自行加工，种植产品生产
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质量
可追溯，完整记录了每一粒米从田间到

餐桌的全过程。
2021年 1月，“大沁塔拉”品牌被收

录到中国农垦品牌目录，“大沁塔拉”牌
弱碱大米品质上乘，米粒均匀、色泽光
亮，醇厚绵长、芳香四溢，弱碱性大米在
煮饭时香味十足、芳香爽口，饭粒表面
油光艳丽，晶莹透亮，剩饭不回生，是
百姓餐桌上的首选，也成为保民农场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特色优势
产业。

增民生福祉，谱写幸福保民新篇章
民生之微，衣食住行。农场领导班

子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两不愁、
三保障”为基础，不断擦亮民生福祉底
色。

实施安全饮水提升工程，完成了全
场八个分厂的自来水建设工程；实施住
房安全提升工程，完成了86户危房改造
任务，全场职工群众的危房达到了应改
尽改；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工程，全面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全场新修水泥
路 5300 延长米，达到了屯屯通、户户
通。修街道砖墙、建艺术护栏、栽绿植
花卉，场内环境不断美化，“颜值”显著
提升；实施文化活动场所提升工程，改
扩建文化广场 6处，活动场地达到 4540
平方米，职工的业余文化活动开展得丰
富多彩，居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实
施医疗养老福利工程，新建社会福利服
务中心一处，新建卫生院1座，在方便职
工群众就医的同时，又能以医养结合的
模式运行，使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
养。

洮儿河畔稻谷香
——记保民农业发展集团

□ 刘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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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是省畜牧业
管理局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是国家蜜
蜂基因库、国家重点种蜂场、国家中蜂保
护区、吉林省蜜蜂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建
设依托单位。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内设蜜
蜂生物学研究室、蜜蜂传粉与蜂产品安全
研究室、蜜蜂遗传育种研究室、蜂业技术
推广中心等机构，主要从事蜜蜂种质资源
保护、良种选育及蜜蜂（熊蜂）为农作物授
粉技术研究。截至2021年底，完成各级科
研项目 120多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1项，省部级奖励 35项；获授权发明专
利 50余项；发表论文 900余篇，出版著作
39部；制修订标准 10余项。经过 40余年
的发展壮大，在蜜蜂种质资源保护与应
用、蜜蜂人工授精、蜂授粉技术等方面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

保有增新，夯实蜜蜂种质基石
省养蜂所承建国家蜜蜂基因库和国

家长白山中蜂保护区，多年来始终把蜜蜂
良种保存与繁育作为服务蜂业、促进行业
发展的立足点，运用蜜蜂人工授精技术、
高效养殖技术，活体保存地方品种、培育
新型良种、引入国外优种，形成了包括长
白山中蜂、新疆黑蜂、东北黑蜂等本土蜂
种，高加索蜂、欧洲黑蜂、卡尼鄂拉蜂等世
界特色育种素材的多样化蜂种格局，建立
12个蜜蜂繁育基地，保存优质蜜蜂遗传资
源21个，核心种群1000余群。

省养蜂所以蜜蜂基因库为基石，立足
蜜蜂遗传育种科技前沿，深耕蜜蜂生物
学、蜜蜂遗传学，结合当地气候、环境特
点，兼顾蜜蜂遗传资源保存、新型蜜蜂良
种培育，相继育成了“喀（阡）黑环系”“松
丹1号”“松丹2号”“蜜胶一号”等8个采集

能力强、产卵能力强、越冬性好、易于饲
养、高产、抗病的蜜蜂良种。培育和推广
生产性状优良、适合农业授粉的蜂种，为
后续蜜蜂遗传育种、改良品种提供了优质
材料，养蜂所每年向全国推广蜜蜂良种
8000余只，占国内推广总量的 45%以上，
改良蜜蜂80万群，为保证国家蜜蜂种源自
主性、丰富蜜蜂遗传资源和提升产业核心
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全国蜜蜂产
业高速、高质量发展。

蜜蜂（熊蜂）授粉，农业提质大增收
省养蜂所自 2000年起开展野生传粉

蜂种的驯化及繁育工作，筛选出了长白山
红光熊蜂、密林熊蜂、小峰熊蜂和明亮熊
蜂等一批可用于作物高效授粉的特色熊
蜂资源，至今已为西瓜、香瓜、蓝莓、西红
柿等 10 余个作物授粉，面积累计 5 万余
亩。20余年的养蜂授粉经验给予省养蜂
所坚实的技术基础，建立了现代化的蜜蜂
授粉和熊蜂繁育基地，成为国内熊蜂工厂
化繁育和蜂授粉技术领域的“主力军”，为
培育熊蜂授粉市场、提高农业授粉质量、
增添产业能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推广和应用蜜蜂授粉技术，加快吉
林省蜜蜂授粉行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省养蜂所引导帮助蜂农开展蜜蜂为大田
经济作物、熊蜂为棚室农作物授粉服务，
将蜂产业与吉林省特色西甜瓜产业、蓝莓
产业相结合，促进农产品提质增效、农户
和种植户增收增产。经多年推广试验研
究，蜜蜂授粉可使大田西瓜增产16.5%，温
室草莓、蓝莓增产 12%以上，且坐果均匀、
果型周正，果实货架期延长 2-3天。经蜜
蜂授粉的大田蓝莓，果实集中成熟、品质
高、果型好，优等果率高，节省人工的同时

平均亩产可增加1000元效益，农户经济收
益增收效果显著。

产业融合，打造农业新业态
蜜蜂养殖是绿色、无污染、增收效果

显著的“空中农业”，可为人们提供天然健
康蜂产品，为蔬菜、水果、油料作物等进行
授粉。推进蜂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蜂产业发展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省养蜂所因地制宜，围绕
东部山区特色资源，依靠广阔的场地优
势，深入贯彻科技振兴战略，组建工作队，
扎根基层，无偿提供养殖技术、配套物资
以及良种支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生
产力，借助线下技术培训，线上远程指导
多角度实施援助，为蜂农解决生产难题，
规避疫病风险，生产优质蜂蜜，确保蜂农
收益稳定。

省养蜂所一直致力于为我省蜜蜂产
业谋求多方向发展道路，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2022年，省养蜂所专
家结合全省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开展 10余
次蜜蜂授粉情况调研和技术服务工作，组
织 2800群蜜蜂为大田西瓜、蓝莓授粉，在
靖宇、集安等地推广蓝莓蜜蜂授粉面积达
8500余亩，洮南、农安等地推广西甜瓜蜜
蜂授粉面积1500亩，建立千亩连片蓝莓蜜
蜂授粉示范基地 3个，百亩连片西甜瓜蜜
蜂授粉示范基地 2个，辐射周边授粉面积
达1万余亩。作为蜂业与种植业的桥梁纽
带，省养蜂所结合本地蜜蜂授粉优势作物
实际需求，集中连片推广农作物高效蜜蜂
授粉，在加快推进蜜蜂授粉替代人工授
粉，促进农户、蜂农增收增产，为消费者

“菜篮子”提供绿色健康食品，推动现代农
业绿色高效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蜜蜂”助力“大振兴”
——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发展纪实

□ 何金明 徐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