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我村 26.8 公顷
果园机动地通过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挂牌流转，最终
以 48.9 万元成交，是往年
发包价的 3.4 倍。”说起村
里前不久的土地流转交
易，双辽市柳条乡柳条村
党支部书记郑佰军兴奋的
心情溢于言表。26.8公顷
果园机动地通过流转交
易，由辽宁省农户奚承儒
用来进行花生种植，盘活
了闲置土地，大大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

同样，也是在双辽市
柳条乡，吉兴村将集体确
权的300亩土地通过省农
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
发包交易，最终以每年每
亩830元成交，发包期限3
年，村集体经济年增收15
万元。面对中标结果，吉
兴村党总支书记陈国林激

动地说：“真想不到招标竞
争这么激烈，价格抬得这
么高，多亏了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给我们提供了村
级增收的渠道和增长的空
间。”

据了解，柳条乡在吉
林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中
心挂牌机动地等土地资源
流转交易已达到16宗，交
易面积2070.45亩，成交金
额 300.88 万元，进入平台
交易比例达 93%，全乡集
体经济在进入农村产权交
易平台后增收72万元。

柳条乡的案例只是双
辽市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实现村集体经济增收的
一个缩影。双辽市始终把
村集体经济增收作为乡村
振兴发展的“压舱石”，以

“深化农村改革、盘活集体
资产、激活交易市场、壮大

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为目标，积极探索村集体
经济增收的有效途径。组
成调研组深入全市190个
村、16个农村社区开展拉
网式调研走访，掌握第一
手资料，为市委、市政府决
策“三农”工作提供有力支
撑。针对集体土地底数不
清、产权不明的问题，开展
土地确权，清理集体切割
地 2300 公顷。针对集体
土地散状发包收益低、管
理难度大的实际，选取柳
条村作为试点，之后全市
铺开。采取“三化”工作
法，以农村集体产权流转
交易平台作为抓手，盘活
农村“沉睡资产”，激发农
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实
现了产权交易“小平台”撬
动资源配置“大引擎”。

（下转06版）

变“沉睡资源”为“活力经济”
——双辽市农村产权交易壮大集体经济

□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时下正值备耕忙碌时节，
物资准备、技术培训、农机维
修……靖宇县抓住有利时机，
切实做好备耕各项工作，确保
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
收、农村稳定安宁，为推进乡
村振兴“保驾护航”。

做足农资储备，备耕“有底气”

靖宇县把备耕工作纳入
当前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中，做
到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为
促进今年农业农村的全面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精心安
排，认真组织全县涉农部门
调配、调运和储备种子、化
肥、农药、农膜等各种农业
生产物资。

今年全县预计需求种子
590吨、化肥8100吨、农药240
吨、农膜245吨，截至目前，全
县农作物种子、化肥全部到
货，预计4月中下旬开始整地
播种。据悉，今年全县计划落
实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28.4
万亩以上，粮食产量稳定在
1.8亿斤。

加强农资打假，保障“万颗子”

为全面贯彻全省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保障农业生产安
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更好地
维护农资市场，切实保护农民
利益，按照“标本兼治、打防结
合、综合治理”的原则，靖宇县
全面部署农资打假工作，把农
资打假专项治理工作纳入了
重要议事日程。

县农业农村局坚持抓源
头、查市场，通过执法监管和
日常监管相结合，开展 2023
年种子转基因监管检测工
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
区内农资销售业户开展地毯
式排查，对易反复、风险隐患
较多的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
场、农村集贸市场等农资经营
场所及农资经销业户进行现
场检查，从源头把住产品质量
关。截至目前，派出执法人员
80 余人次，检查农资经营业
户 20 户次，执法人员对现场
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录，有力

地维护了农资市场秩序。

主动上门检修，跑出“加速度”

走进花园口镇榆树川村
农机检修点，一片忙碌景象。
院内停满了前来检修的大型
农机具，农机管理总站的工作
人员正忙着对这些农机具进
行检修、调试。

“每年春耕之前，农机管
理总站都来为农机具检修，服
务特别好。”榆树川村村民台
元山高兴地说。

县农机管理总站站长白
丽彬介绍：“我们总站组织了
3支技术服务队，深入到全县
8 个乡镇、农机大户、农机合
作社，对农机具进行保养维
护，使农机具以最好的状态投
入到今年的春耕生产，为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奠定坚实的基
础。”

自备耕工作开展以来，靖
宇县已组织专业技术人员60
人次深入基层指导生产。全
县应检修农机具650余台，目
前已检修300台套。

开展技术培训，为春耕“护航”

为助力乡村振兴，靖宇县
组织各单位部门积极开展农
业技术培训，邀请县农技专家
为群众送上干货满满的农业
技术服务，切实提升农户生产
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农
业产业发展。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围
绕“普及农业技术、助力乡村
振兴”主题举办区域特色科技
培训班，来自 8 个乡镇的 100
余名粮食种植户、山野菜种植
户参加培训，激发了学员学科
学用科技的热情。

为加快蓝莓产业发展，县
科学技术协会和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开展了蓝莓高质高效
种植技术和农药科学使用技
术培训班。培训班邀请通化
农科院研究员为蓝莓种植大
户讲授了蓝莓优质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和蓝莓剪枝技术，培
训班参训学员120余人，覆盖
了全县 8 个乡镇的蓝莓种植
大户。

靖宇奏响备耕交响曲
□ 丛逸冰 何鑫 本报记者 郭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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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麦田开机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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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春暖三月，草莓飘香。3 月
25 日，农安县合隆镇“和美乡
村，‘莓’好未来”第二届草莓文
化节暨亲子研学游活动在陈家
店生态园开幕。

本届草莓节设置了草莓产
品展示展销、农副产品展销、草
莓DIY制作、亲子研学体验、手
工艺品创意设计、书法作品展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线下+
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合隆
镇产业发展的风采。

合隆镇草莓文化节以“莓”
为媒，以节搭台，充分展示了休
闲旅游产业新业态，有力推动
了农旅融合发展，使“小草莓”成
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大力量”。

“从长春市开车40分钟就
能到。平时总是在水果店买草
莓，听说这里可以亲自采摘，就
带着家人来体验一下，草莓节
活动丰富，不仅可以摘草莓，还
能让孩子自己动手制作草莓
酱、手绘环保袋、种草莓盆栽，
方便又有趣。”前来参加活动的

市民笑着说。
近年来，合隆镇紧紧围绕

乡村振兴，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以农兴业，以旅
强农，不断优化种植布局，创新
经营模式，全力打造农业产业
与乡村旅游结合的特色品牌，
积极扩大以大棚、温室为主的
设施农业种植规模，提升种植
效益，让棚膜特色产业成为农
民致富的“聚宝盆”，不断助推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百姓富。

和美乡村“莓”好未来
合隆镇第二届草莓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为深入推进我
省水产养殖业绿色高质量发展，2023年
省农业农村厅在全省组织实施生态健康
养殖模式推广等“五大行动”，以提质量、
上水平、强标准为着力点，结合水产技术
推广、渔业绿色发展专项、推广体系建设
等项目以及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
养殖示范区创建等工作协同推进。

生态健康养殖模式推广行动重点开
展稻渔综合种养、大水面生态增养殖、陆
基圆池循环水养殖、集装箱式循环水养
殖和流水槽“跑道鱼”养殖等5项水产生
态健康养殖技术模式示范，在长春、吉
林、四平、白城等地建立24个推广基地，
以推广基地为样板，深入开展技术培
训、交流研讨、现场观摩等活动，扩大辐
射带动范围。

养殖尾水治理模式推广行动重点
开展池塘底排污尾水处理技术模式、

“一池一渠”养殖尾水生态处理技术模
式和流水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净化与循
环利用技术模式，在长春、吉林、白山、
延边等地建立13个推广基地，集成示范
养殖尾水处理技术模式，推广基地率先
实现养殖尾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或达标
排放，辐射带动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取得
新进展，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依托国家
级、省级水产原良种场，聚焦我省重点
养殖品种和不同养殖模式，遴选、建立
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骨干基地14处，
重点做好生态养殖、优质苗种、疫病防
控、规范用药、生产管理等5方面技术措
施减少用药，各骨干基地水产养殖用兽
药使用量同比平均减少5%以上，抗生素
类兽药使用量同比减少10%以上。

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模式推广行
动在长春、白城、延边、松原，建立河蟹
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技术模式推广基
地6个，集成示范配合饲料替代幼杂鱼
技术模式，率先开展配合饲料替代幼杂
鱼养殖试验，提高配合饲料替代率，研
究制定河蟹成熟的饲料配方及可行替代方案，降低配合饲
料使用成本，提升养殖效益。

水产种业质量提升行动在吉林、白城、松原等地建立
9个省级推广骨干基地，推广试验示范滩头雅罗鱼、瓦氏
雅罗鱼、异育银鲫“中科5号”、异育银鲫“中科3号”、杂交
黄颡鱼“黄优1号”、瓦氏黄颡鱼、大口黑鲈、泥鳅等8个优
质、高效、多抗、安全的优良水产品种，辐射带动有条件的
养殖企业、养殖户广泛参与，提升水产养殖良种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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