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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环境优环境 抓项目抓项目 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本报讯 张燕莉 闫
虹瑾 报道 近日，省农业
农村厅在全省范围内组
织开展100家省级生态农
场申报工作，并从中择优
推荐参加国家级生态农
场评选。

申报省级生态农场
的主体须以农业生产经
营为主，登记注册 5 年以
上，有合法土地使用权和
经营权，土地集中连片面
积不小于30亩，无不良信
用、严重违法记录，近5年
未发生过污染事故或生
态环境破坏事件，农场土
壤质量符合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产业
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清
晰，循环链条顺畅，农产
品质量符合相应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的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家庭农场、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涉农企
业。

省农业农村厅将通
过技术指导、监测服务、
政策扶持、品牌培育等举
措，引导生态农场推广应
用产地保育、投入品减
量、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清洁加工及绿色收储
运等较成熟的生态农业
技术，对生态农场水土环
境、农产品质量、化肥农
药减量、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地膜回收利用等情况进行定期查核，系
统分析生态农场投入品减量、绿色投入品
使用、水土资源节约、土壤质量提升、生物
多样性保护、废弃物处置利用等生态环境
效益及其额外成本，建立生态农业措施补
偿清单，推动生态农场因地制宜探索建设
模式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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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光海气漾云容，恰好春耕
卜岁丰。

眼下，洮南市小麦进入播种
黄金期，轰鸣的机械打破冬的沉
寂，滚动的车轮扬起泥土的芬
芳，工人井然有 序 ，播 种 机 紧
张作业。阳春三月，洮南万亩
小 冰 麦 的 开 犁 播 种 奏 响 了 吉
林 大 地 上 激 情 澎 湃 的 春 耕 序
曲。

随着播种机的前进，一粒粒
饱满的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
上。今年洮南小冰麦播种采取
全程机械化种植模式，引进多
台大型免耕播种机，省去了耙
地、平整土地环节，这种平地
种植的模式，不仅提高了播种
效率，还节约了播种时间，仅
需 4 天即可完成全市所有小冰
麦的播种。

“我们今年种植小冰麦 1 万
多亩，七月中旬收割，冰麦产量
每公顷约 1 万斤左右，接着种第
二茬燕麦草，十月初收割，燕麦
草产量每公顷可达到10吨左右，
两茬播种每公顷可收入3万元以
上，预计比去年增产10%以上。”
圣一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种
植基地负责人沈军对今年的增
产增收信心满满。

土壤是农业的基础，为了更
好地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作物
产量，圣一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
司通过喷淋洗盐、施用农家肥、
深耕深翻、秸秆还田等系列措
施，对2000余亩轻度盐碱地进行
改造。如今，原有盐碱地都已达
到种植要求，每公顷产量达8000
斤以上。

同时，圣一农业依托“智慧

农业管理系统”对冰麦的种植、
生长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监测管
理，通过多光谱、热红外、激光等
传感器设备，将冰麦生长中的温
度、湿度、水份等数据实时传递
显示在中央控制室大屏上，做到
高效精准控制水、肥、土壤墒情
等要素，有效提高了成苗率，使
冰麦丰收得到保障。

为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民
收入，今年圣一农业采取与周边
地区农户合作的新型种植模式，
由公司提供种植技术，农户种植
冰麦，最终公司以市场价格回
收。已有近200户农户签约种植
5000 余亩，通过实行“冰麦＋白
菜”的双季种植，户均增收 1 万
元。

“我们这种一年两季、双季
双优的种植模式使土地植被覆

盖时间更长，减少了水土流失对
土地的危害，也减少了土地的部
分盐碱量。从去年开始，我们向
周边的农户推广这种种植模式，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年我们
将继续扩大推广范围，让农民实
现增产增收。”洮南圣一金地生
物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威
表示。

近年来，洮南小冰麦种植户
大多采取冰麦加燕麦草，一年两
季、双季双优种植模式，产出的
冰麦和燕麦草无农药天然生长，
是绿色生态种植的标志性产品，

“双季双优”种植模式已在洮南
大面积推广种植，实现了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
的格局。今年，洮南市小冰麦种
植面积达 1.5 万亩，预计产量在
1000万斤左右。

洮南：人勤春来早 麦播正当时
□ 殷哲宇 盛守鹏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周晓羽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长春循环经
济产业园项目、新型城市
央厨供应链（火锅食材加
工）项目、湖北鄂中年产
70 万吨新型肥料生产项
目……一个个新建续建
项目的开复工涌动起德
惠项目建设的热潮，一派
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
象。

3 月 31 日，德惠市举
行 2023 年春季项目集中
开工暨长春循环经济产
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全市
24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114 亿元，涵盖循
环经济、装备制造、新能
源、民生重点工作、农业
农村等领域。

此次春季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采取“主会场+
分会场”的形式，主会场
设在长春循环经济产业
开发区，分会场分别设在
朱城子大健康产业园区
和 德 惠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园。此次项目开工不仅
是德惠市深入落实省和

长春市抢抓机遇促发展
要求的关键举措，也是该
市主动服务和融入“六城
联动”新发展格局，推进

“一区三园”跨越发展，奋
力实现“开门红”的具体
行动。

近年来，德惠市坚持
“项目为王”理念，主动融
入“六城联动”新发展格
局，扎实推进“一区三园”
发展战略，紧盯延链、补
链、强链谋划项目，紧盯
争资、引资、融资打造项
目 ，紧 盯 工 程 量 、实 物
量、投资量推进项目，打
基础、补短板、强弱项，
形成了“多储、快上、大
干”的良好局面。循环
经济产业园以打造国家
级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
为目标，重点发展固废
处置、资源回收再利用、
环保节能材料等新兴产
业，园区规划面积 15.57
平方公里，集中开工建

设长春循环经济产业园
等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
总投资 137.59 亿元，引进
了产业新业态，打造了
园区新引擎，推进循环
经济产业园步入了发展

“快车道”；大健康产业
园立足德惠的区位优势
和资源禀赋，致力于擦
亮中国食品名城特色名
片，致力于打造百亿级
健康食品产业集群，新
引进了新型城市央厨供
应链、吉牛农牧加工和
吉春悦农产品加工等项
目，推动了健康食品产
业向多元化、集聚化、高
端化迈进；装备制造产
业园聚焦红旗新能源、
奥迪 PPE项目平台，积极
开展对接合作，外引内
联，提质增效。随着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提
升，进一步拉伸了园区框
架，为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拓展了新空间。

总投资114亿元

德惠24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张磊 尹雪 报道 去
年以来，白城市大力实施农村
基层干部学历提升行动，持续
改善村“两委”班子学历结构，
提升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履
职能力，积极打造一支综合素
质更高、知识更丰富、能力更过
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截至
去年底，首批确定的326人学历
提升对象已全部参与授课学
习。今年报名参加学历提升的

人数累计超500人。
“我是从去年开始参加大

专班学历提升的，我一定好好
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提升本领
服务村民。”参加白城市农村干
部学历提升行动的通榆县开通
镇和平村党支部书记王金锁
说。

除王金锁外，和平村班子
成员还有 3 人进行了学历提
升。“课程设置比较灵活，都是
在农闲的时候组织授课，村干
部参与热情都比较高。”王金锁
说。

为适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的实际需求，白城市组织各县

（市、区）全面摸排村党组织书
记、村“两委”及村民监督委员
会成员学历分布情况。各乡镇
党委开展“一对一”宣传动员，
讲清目的意义，有效激发村干
部的积极性。白城市还建立了
村干部提升学历学费优惠机
制，进一步激发了村干部提升
学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白城市将初中以下学历的
村党组织书记全部纳入学历提
升计划，力争到2025年底，全市
村党组织书记中专高中以上学
历达到 100%，大专以上学历达
到60%，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
供有力支撑。

为“乡村头雁”蓄能充电
白城实施村干部学历提升行动

近日，舒兰市法特白鹅产业

园迎来第一批鹅雏，标志着产业

园正式投入养殖生产。作为当

地的乡村振兴项目，法特白鹅产

业园建有85栋共计18.1万平方

米的大棚鹅舍，可一次性存栏

20万只。 张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