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杨婷婷 王冰莹 记者 徐
文君报道 4月10日一大早，延吉市朝
阳川镇太兴村延边农丰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员郭延伟家的育秧大棚
内 人 头 攒 动 ，社 员 正 忙 着 育 水 稻
秧苗——整理秧盘，向机器里递育秧
盘、装土、接盘、运输、往棚里摆盘，分
工明确，有条不紊。

郭延伟告诉记者，他家今年种植
水稻 17 公顷，育苗大棚两个。4 月 9
日下午开始育苗，当天完成一个大
棚，今天天刚亮就开始育苗，8点左右
就能全部完成。他指着正在快速运

转的育苗机说：“现在育苗，从筛土拌
种到播种，全部实行机械化，速度是
以前人工的十几倍。”

延边农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熊传龙告诉记者，以前农民都
是单打独斗，育苗、插秧、灌溉、施肥、
防虫，各人管理各家的田，生产成本
高，还造成人力物力极大浪费。合作
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保证销售价格。
合作社今年与农户签订200多公顷水
稻种植订单，统一发放种子，统一育
苗时间，保证粮食质量。

同日，朝阳川镇太东村种粮大户

丁学祥也在育苗大棚内平整田地。
他与本村另两家村民联合，组成互助
组，3天前完成拌种，10日开始育种。
丁学祥说，5月初水田开始打浆，7日
左右放水泡田，20日前后进行插秧，6
月1日前插秧工作将全部完成。

州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金星
海介绍，今年全州水稻播种面积50.2
万亩，随着近期天气转暖，日平均气
温达到 5℃，基本满足水稻播种需
要条件，8 日前后延边州水稻播种育
苗工作陆续开始，预计 4 月末基本
完成。

延吉：水稻育苗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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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潘晟昱 王凯记
者 徐文君报道 人勤春来早，
春耕正当时。近日，位于镇
赉县建平乡马场村三马场屯
的盐碱地改良基地，迎来了
燕麦播种季，随着一粒粒饱
满的种子被播撒到地里，也
播下了今年丰收的希望。

长期以来，燕麦因对盐
碱地具有广泛适应性，而常
被生态脆弱地区当做重要的
特色粮食以及饲草饲料。吉
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
白城农业科学院合作，依托
国家燕麦产业体系新品种繁
育基地，培优选育适合当地
气候条件和土壤环境的燕麦
品种，从而改良土壤，实现农
产品提质增效，此次播种的

“白燕 20 号”是白城农业科
学院于 2021 年由省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通过的
燕麦新品种，该品种经过自
然盐碱环境压力选择，延续
了“白燕”系列耐贫瘠、耐盐
碱的特性，更具有抗旱、适应
性强、籽粒体积大、生育期短
等优势，生育期在 85 天左
右。

在盐碱地改良基地的燕
麦繁育田中，日光充足，耕机
轰鸣。此次燕麦播种采用的
种肥分离播种技术，将使播
种深度被控制在3－5厘米，
在播种同时铺设滴灌带，结
合水肥一体化系统，在燕麦
生长的三叶期、五至六叶期、
开花期分别进行科学灌溉、
精准施肥，以确保“白燕 20
号”维持优质种性、良种繁育
获得丰收，预计6月末，这批
燕麦便可全部结种成熟。

镇赉迎来燕麦播种季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不仅帮我们去掉了库存，让我
们轻装上阵，还为我们开发新产
品确定了方向，江源区委、区政
府就是我们的‘娘家’。”4 月 9
日，指着空荡的库房，吉林鸿源
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在功的
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吉林鸿源瓷业有限公司位
于白山市江源区，2006 年成立，
是东北地区建厂最早、吉林省最
大的瓷瓦生产企业。企业核心
产品为欧式连锁瓷瓦、板式瓷
瓦，是我省名牌产品，深受农村
消费者的欢迎。然而近几年公
司生产经营遇到困难，造成产品
大量积压、资金匮乏，陷入停产
状态。

关键时刻，“娘家人”来了。
区委书记、区长带领区工信局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公司，详细
了解目前的困境，想方设法帮企
业解难题。他们借助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建设新农村的契机，
一下子就订购了价值1300万元
的产品，帮助企业盘活了资产，

摆脱了困境。
“不断改善发展环境，提高

审批效率、践行诺言，为企业详
细讲解各类扶持政策，这就是我
们‘娘家人’应该做的事。”江源
区工信局局长李洪泉一语道破
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秘
诀”。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
务型政府建设，深化“放管服”改
革、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推行“政
企直通车”“顶格战法”等机制，
切实惠企便民；简化投资项目审
批流程，通过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大幅压缩投资项目落地时
间；持续落实降本减负，降税减
费、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加快通
信基站建设，减轻企业负担；营
造全域招商氛围，对招商引资中
介、项目等予以奖补；优化企业
法治环境，规范对企业的检查处
罚，在规定权限内减轻处罚力
度；加强金融服务，对达到相应
要求的企业予以贷款贴息扶持；
优化道路交通管理服务，提高企
业运输效率，在法律允许范围

内，为企业提供最大力度的保
障。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设立江
源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
金暨江源区重点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当年
实际财力给予资金支持；加快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培育省级
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支持

“个转企”“小升规”；对品牌质量
建设有一定成效的企业给予支
持；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发挥政
府采购支持作用，提高中小企业
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鼓励企业
科技创新；加大招才引智力度，
强化人才贡献待遇激励。统筹
推进政策落实：区委书记、区长
挂帅，担任促进民营经济(中小
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统筹推进政策措施落实。建立
政策直达基层工作机制。同时
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关
心扶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
展的浓厚氛围。

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民营经
济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一经推
出，就引起全区民营企业家的热

烈反响。一条条真金白银的举
措，一项项鼓励发展的有力政
策，让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
丸”，坚定了发展壮大企业的信
心。

政策定了、措施有了，关键
在于落实。16 条实施意见，每
一条都有相关部门负责。工作
人员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
查看生产实际情况，了解经营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想方设
法帮助解决，全力推动企业提质
增效。

在李洪泉的手机里，“政企
直通车”和“江源区重点企业联
合会”这两个微信群最为繁忙。
一面是各部门的政策解读，一面
是企业的各种诉求。对企业的
诉求，各部门按照分工主动对
接、积极化解，并征求反馈意
见。为了解决融资难，日前该区
组织召开银企对接会，企业与金
融机构面对面沟通交流，提出融
资需求，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方式
方案，当场融资数千万元，为企
业发展送去了“及时雨”。

江源区：当好民营企业的“娘家人”
本报讯 周千晟 闫虹瑾 报

道 近日，为切实做好全省粮油
生产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充
分发挥植保防灾减灾在稳粮增
油、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种植业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我省
启动实施2023年“虫口夺粮”保
丰收行动，力争农作物重大病
虫害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
以内。

重大病虫害是影响粮食稳
产增产的关键因素，防控粮食
作物病虫危害是减灾保丰收的
关键举措。根据田间监测和专
家分析会商，预测今年我省玉
米螟、大斑病、灰斑病、水稻二
化螟和稻瘟病等重大病虫害在
局部地区有偏重发生风险，威
胁粮油生产安全。

开展“虫口夺粮”保丰收行
动，重点突出主要作物、重大病
虫、重点区域，实行“一虫一策、
一病一方”，坚持分类指导、协
同治理，重点抓好病虫监测预
警、推进统防统治、突出绿色防
控、适时开展应急防治等工
作。同时，结合水稻玉米“一喷
多促”等措施，合理增施叶面
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药肥混
用、保粒增重，实现防病治虫与
单产提升有机统一。

据悉，今年全省将统一组
织实施玉米、水稻统防统治或
绿色防控面积 2170 万亩次以
上，统防统治覆盖率较上年提
高1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绿色
防控覆盖率提高5个百分点，达
到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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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洮南市蛟流河乡志强村“千村示范”工程开工，统一标准

建设街道、院墙，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图为施工现场。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李祚 记者 郭小
宇 报道 近年来，德惠市同
太乡积极行动，大力引导和
鼓励群众发展养牛产业，助
力农户增收的同时，提升秸
秆综合利用率，促进生态环
境持续变好，实现一举“多
赢”。

为了推动养牛事业发
展，同太乡积极开展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养殖场动物疫
病防控等系列工作，加大肉
牛养殖相关政策宣传力度，
开展肉牛养殖技术培训。同
时，鼓励和引导养殖户将牛

粪当做农作物肥料，实现秸
秆饲料化，形成“秸秆变肉+
肉牛养殖+粪污还田”的生
态环保型养殖模式。

在同太乡，仅八家子村
就有 20 多户从事肉牛养殖
的农民，每年都有10万元到
20 万元左右的稳定收入。
2022 年全乡肉牛养殖效益
实现 2000 多万元，秸秆消
耗量约 25.8 万吨。现在，
全 乡 28 个 村 的 养 牛 户 数
量已达 1300 多户，肉牛养
殖 户 的 小 日 子“ 牛 ”劲 十
足。

同太乡：

“秸秆变肉”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