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天娇 秦野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近日，
桦甸市出台大豆种植补贴
新政策：2023 年，大豆生
产者补贴标准由原来的
每亩不高于450元增加到
每亩不高于600元。

据介绍，大豆生产者
补贴由县级统筹，去年全
省补贴标准均不高于 450
元/亩，桦甸市大豆生产者
补贴标准今年调整增幅
较 大 ，对 于 推 动 当 地 种
植结构调整具有深远意
义。

“凡是与桦甸市域内
大豆加工企业签订合法耕
地规模种植订单总面积
1000亩以上且所产大豆全
部卖给订单企业的合作
社、家庭农场、集体经济组
织，给予不高于10万元的
资金扶持。”据桦甸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王贵权介绍，
大豆生产者可同时享受上
述两项政策。

目前，桦甸市还正在
积极对上争取玉米改种
大 豆 国 家 耕 地 轮 作 补
贴 ，努 力 让 大 豆 生 产 者
叠加享受更多的惠农政
策。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要抓紧抓好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加

力扩种大豆油料。深入推
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支持东北地
区开展粮豆轮作。

“年初以来，我们大力
宣传国家大豆扩种惠农政
策，向广大农民释放鼓励
大豆种植的信号，极大地
调动了农民种植大豆的
积 极 性 ，为 桦 甸 市 做 强
做 优 做 精 大 豆 全 产 业
链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提供强有力支撑。”王贵
权说。

桦甸市地处我省东南
部半山区，属长白山余脉，
有着大豆生长的最佳土壤
和气候条件，是我省大豆
生产的重要基地。该市大
豆种植历史悠久，当地农
民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
摸索出一整套适合山区、
半山区大豆种植的栽培
技术规程和丰富的生产
管理经验。

“我家有260多亩地，
一直都是种玉米。我一直
在琢磨该如何调整种植结
构，没想到这么好的大豆
种植补贴政策就来了。跟
着好政策走，准没错！”八
道河子镇二道沟村农民裴
立新说，对于老庄稼把式
来说，玉米改种大豆，不

难。
近年来，桦甸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大豆扩种工
作 ，制 定 了《大 豆 产 业
（2023-2025 年）高质量发
展实施意见》，成立全市大
豆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
组，全面加强大豆扩种组
织推动，及早研究补贴政
策，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
用，多种形式加大支持力
度，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
极性。 2022 年 ，该 市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达 到 11.29
万 亩 ；今 年 初 ，该 市 成
功 申 报 国 家 大 豆 优 势
特色产业集群项目。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出彩农业是桦
甸市大豆产业发展龙头。
目前，企业年产 3 万吨大
豆蛋白面条、5 万吨大豆
异黄酮饮料、5 万吨大豆
蛋白粉等项目正加速推
进。这些项目建成后，可
带动该市种植大豆 25 万
亩以上。

在新政策的鼓舞下，
像裴立新一样，桦甸市很
多大豆生产者的种植热情
正被唤起。“今年，预计全
市大豆种植面积可达到
15万亩，实现产值1.3亿元
以上，同比增长32.8%。”王
贵权说。

桦甸出台大豆种植补贴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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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到均 王冰莹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今年以
来，延吉市调整优化种植业
结构，做好备耕物资储备，落
实备耕生产资金，狠抓农村
秸秆离田工作，强化农民培
训，备耕生产工作稳步开展。

据了解，2023年，全市农
作物计划播种面积 18380 公
顷，粮食作物计划播种面积
17200 公顷，与上年基本持
平。其中，玉米计划播种面
积13389公顷，比上年减少98
公 顷 ；大 豆 计 划 播 种 面 积
1327公顷，比上年增加111公
顷；水稻计划播种面积 2411
公顷，与上年基本持平；薯类
计划播种面积 73 公顷，与上
年基本持平。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引导
农资经销商加强种子、化肥、
农药等农资储备，全年种子
使用量预计为487吨，现有货
源 258 吨，已到户 94 吨。化
肥使用量预计10300吨，现有
货 源 3988 吨 ，已 到 户 1722
吨。农药使用量预计157吨，
现有货源 55 吨，已到户 28
吨。目前农资经销商进货渠
道畅通，正在陆续备货中。

在备耕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
农民科技培训与高素质农民培训，推进农业
科技进村入户。培训内容有绿色水稻栽培技
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玉米高产栽培技术等
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目前，培
训已开展8期，培训1970人次，印发各类教材
450多份。同时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
全市农资经销商店进行全覆盖式检查，严厉
打击销售假劣种子、农药、肥料等坑农害农的
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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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2023
年，我省以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为目标，加快推进
黑土地保护、秸秆综合利用、化
肥农药减量化、农业节水、农业
绿色食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厕所改造、农膜回收和渔
业绿色养殖等 9 项农业农村生
态环保重点任务落实，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改善，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持续推进农
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黑土地保护工作。强化信
息化手段应用，抓好保护性耕
作“梨树模式”推广，力争推广
面积达到3500万亩。因地制宜
推广应用深耕、深翻等耕作技
术，推动深松整地与保护性耕
作集成应用，加快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增强黑土地蓄水保墒
能力，力争深松深翻推广达到
2000万亩以上。

化肥、化学农药减量增效
工作。加强病虫害监测预报，
持续示范推广绿色防控、统防
统治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鼓
励引导施肥新产品、新技术、新
机具应用，推动化学农药和化
肥减量化，提高科学施肥用药
水平。

农业节水工作。联合省水
利厅，加强土壤墒情监测，指导
受旱区域落实好节水抗旱措
施，统筹用好绿色高质高效行
动等项目的资金政策，支持西
部易旱地区开展水肥一体化等
节水技术的示范推广。

农业绿色食品工作计划新
增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110
个，做好绿色食品市场监察、年

度检查和产品抽检工作，监督
和指导企业规范化合理用标，
保证产品质量。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面
推进秸秆“五化”利用，开展秸
秆直接还田关键技术等方面的
科技攻关，加强农机与农艺融
合、产学研联合攻关，开展秸秆
综合利用技术试验示范，推动
秸秆转化及增值产品开发。

废旧农膜回收工作。加强
农膜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
环节监督管理，禁止非标准地
膜的流通。落实属地管理主体
责任，指导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加强对地膜回收工作执法监
管，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地
膜流通领域检查监督，扩大标
准地膜的使用比例，减轻地膜
回收难度。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按照每个行政村5万元标准，落
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
金，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抓好

“三清一改一建”，村庄清洁行
动全覆盖。开展“干净人家”创
建活动，创建20万户。

农村厕所改造工作。完成
4.7万户新建改厕任务，坚持农
民主体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切
实解决好粪污清掏、运维管护
等难点堵点，鼓励各地充分发
挥村级组织和农民主体作用，
探索建立管护队伍，建立健全
管护长效机制。

渔业绿色养殖工作。组织
开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示范推
广五大行动，培育骨干基地，示
范推广生态养殖技术模式，开
展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
养殖示范区创建，实施稻渔综
合种养面积80万亩以上。

我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生态环保工作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近日，在白山市湾沟镇沙金村
农户纪桃花家的蔬菜大棚里，
目之所及满眼嫩绿，大片大片
的韭菜，白颈绿叶上渗着细细
的露珠，散发着浓浓的香气，
一派生机盎然。

“我种植韭菜20年了，现
在有4个蔬菜大棚，一个棚一
年能收入近万元。高峰期每
天发货500斤左右，现在收割
第一茬，过段时间第二茬就开
始了。”纪桃花一边忙着手里
的活，一边和记者聊着，她告
诉记者，沙金村韭菜的品种是

上世纪七十年代留下来的，具
有抗高寒、产量高、口感好、香
气浓等优点，同时易于管理，
抗病能力比较强、长势好，卖
相好，每斤收购价要比其他地
区高出一元多。

近年来，湾沟镇立足资源
禀赋，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培
育富民产业，把韭菜种植作为
引领农户走乡村振兴之路的

“金钥匙”，使小小的韭菜焕发
出全新的活力。

沙金村现有农户160户，
从事韭菜种植的农户达到
80%。通过露地栽培、露地小

拱棚栽培、大棚栽培等模式，
每年种植面积达到200亩，产
量 120 吨，平均每户增收 1.2
万元。

当前，韭菜种植已经成为
湾沟镇增加农民收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促 进 镇 域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特 色 主
导 产 业 之 一 。 全 镇 坚 持
市 场 导 向 ，科 学 谋 划 发 展
特 色 韭 菜 种 植 产 业 ，持 续
推 进 韭 菜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促进韭菜规模化规范化发
展 ，让 小 韭 菜“ 长 ”成 大 产
业。

小韭菜“长”成大产业
□ 孙禹 王浩宇 本报记者 郭小宇

近日，镇赉县扎实推

进新能源乡村振兴建设，

在黑鱼泡镇新建1964组光

伏板，预计3月末竣工，建

成后年发电量约为4千万

千瓦时。 张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