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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鹅毛住，插秧正当
时。

5月8日，镇赉县东部乡
镇稻田宛如一块块明镜铺
陈在广袤田野。插秧机来
往穿梭，新插的稻苗整齐挺
拔，青翠嫩绿，黑土地焕发
了勃勃生机。

嘎什根乡后围子村村
民徐康正同家人在水田里
劳作，插秧机匀速前进，他
在前面驾驶插秧机，妻子在
后面排秧，一株株秧苗在插
秧机苗盘上有节奏地滑落，
稻苗整齐有序地插入水田
里。

徐康说：“今年插秧比
去年早了两天，水给得早，
天气好了，温度也上来了，
我家 12 公顷水田大约 5 天
就能插完秧苗。”

据介绍，近几日气温回
暖，农民抢抓农时，早插秧
能让秧苗扎好根应对月末
的一场霜冻。另外，镇赉县
发展优质水稻种植，吉粳
830等新品种需要更多的积
温，早插秧能确保水稻丰产
增收。

镇赉县是我省水稻生
产第一大县，引嫩入白水利
工程是该县农业发展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近年来，镇赉县不仅引进多个优质水稻品种，
并且从育苗基质更新、有机肥料推广、配套新
技术应用、稻种培育、以稻治碱等多方面科学
种植水稻，促使水稻质量、产量屡创新高，为镇
赉由水稻生产大县向水稻生产强县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据了解，今年镇赉县水稻种植面积155万
亩，目前已完成泡田130万亩，全县水稻插秧
工作大幕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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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近
年来，长春市双阳区始终把人才作
为助推发展的“第一资源”、推动创
新的“第一动力”，突出引智和引
才、内培和外引“双并重”，以宏阔
视野、战略眼光和“硬核”举措，全
方位加大各类人才特别是高层次、
专业型人才引进力度，持续做大做
强人才底盘，促进人才队伍扩增
量、优存量、提质量，为推动全区高
质量发展聚智赋能。

高站位统筹“筑巢引凤”。双
阳区委、区政府坚持以大人才观、
大生态观审视谋划人才工作，把引
才聚才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现
实、最有效、最快捷的选择。创新
实行区委书记、区长“双组长”制，
将人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拓展到
33 个职能部门、8 个乡镇（街道）。
在长春县区层面首家成立人才服
务局和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副处
级），设立160名事业编制的产业紧
缺人才编制池，构建机关与企业

“共享人才”资源模式。定期召开
领导小组会、推进会、座谈会，研究
部署、推动落实人才工作。开展

“服务人才”专项行动，建立党委联
系服务专家人才制度，建设人才公
寓20套。

宽视野引进“塔尖人才”。为
更好满足双阳区乃至长春产业发
展和重点领域、重点企业用人需
求，深入推动“万人驻（助）万企”行
动，助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

展，双阳区不断拓宽引才区域和视
野，创新建立“事业引进、企业用
人”机制，启用产业紧缺人才编制
池，面向全国“双一流”高校引进急
需的高层次人才，弥补人才短板，
加宽加粗人才队伍“塔尖”。强化
顶层设计。成立由区委组织部部
长任组长、区委组织部牵头的引才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人才引进计
划，逐步建立常态化招聘机制，实
行全年招聘、常态储备，计划利用3
年时间，引进高层次人才 150 名。
强化培养管理。引进的高校毕业
生由双阳区委组织部统一管理，纳
入优秀年轻干部队伍，单列培养计
划，培养方案实行一人一策，并定期
跟踪考核。

多举措拓宽“活水入口”。为
不断拓宽人才活水“进水口”，扩充

“蓄水池”，双阳区以乡情、亲情、友
情为纽带，多措并举推进“感情”引
才。创新开展“近距离看双阳”活
动，通过“线上发布+线下动员”“实
地观摩+互动研讨”“座谈交流+调
查问卷”等形式，组织37名域外机
关事业单位优秀人才走进双阳、了
解双阳，激发双阳籍域外人才返乡
创业、反哺家乡的桑梓情怀。为促
进更多高学历人才留双返双来双，
招聘带编入伍高校毕业生18名；实
施城市社区“社工岗”三年招录计
划，将招录“门槛”提高到全日制大
学本科以上，2023 年共招录“社工
岗”46名。

用心引才 用情聚才

双阳区多举措谋划人才工作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一年之
计在于春，一年光景看春耕。连
日来，我省抢抓天气晴好、土壤
墒情适宜的有利时机，多措并举
推进春播生产。据 5 月 11 日农
情调度数据显示，全省玉米已播
计划面积的 97.25%，大豆已播
计划面积的 38.08%，水稻已插
秧 计 划 面 积 的 2.24% ，同 比 快
1.32 个百分点；薯类已播计划
面积的 95.02%，同比快 0.49 个
百分点。

走进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
民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基地，伴
随机声轰鸣声，新型免耕播种机
一次进地完成秸秆归行、侧深施
肥、单粒播种、镇压覆土等工作，

全程机械化种植为粮食安全再
添保障。

合作社现有社员 158 名，拥
有各种大型农机具70余台套，集
约经营土地 1.5 万亩。“今年，合
作社全部采用保护性耕作‘梨树
模式’，使用新型免耕播种机不
用压地、旋地，一次成型，一公顷
地节约成本1000元左右。”合作
社负责人韩凤香高兴地说，种子
也选择梨树县自主培育和研发
的新品种。现在土壤湿度和温
度非常适宜，十天左右时间，播
种就可全部完成，我们对今年的
丰收很有信心！”

为保证农业丰收开好局、起
好步，一大批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广大种
植户做好春耕备耕各项工作，帮
助农民解决生产难题，为全年粮
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通化县金斗乡水稻育苗
区内，随着气温回升，一棵棵绿
油油的稻苗破土而出，农技人员
正在指导田间生产管理和稻苗
病虫害防治。

“现在是水稻秧苗成长关键
点，稻苗生长初期最容易发生苗
期病害，比如立枯病、青枯病，需
要及时控制好棚内苗床温度和
湿度。”通化市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高级农艺师胡刚说。

2023年，通化市水稻种植面
积达到 68.5 万亩，从 3 月末陆续

启动水稻育苗工作，利用农技平
台和线下结合方式，帮助农户
做好水稻育苗科技指导。插
秧前，农技人员上门对病虫防
控、化肥减量增效等农业项目
开展技术帮扶，帮助农民多种
粮、种好粮，提高农业生产水
平。

今年，我省成立 9 个农业生
产综合服务指导组深入包保地
区调研备春耕、盐碱地治理、秸
秆离田禁烧、春灌供水保障、十
大产业集群建设等情况，了解存
在问题，提出解决意见建议。目
前，已完成第一轮指导服务工
作，各地农业生产各项重点工作
总体进展顺利。

多措并举推进春播生产

我省玉米已播计划面积的97.25%

白山市江源区积极

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

吉林省众品源年产 2000

吨 甜 糯 玉 米 项 目 投 资

5700万元，采取“企业+村

委会+合作社+农户”产业

化经营模式，通过村企联

建的模式实现了从种植

到加工再到网络销售的

跨越式发展。图为生产

车间。 记者 郭小宇/摄

立夏时节，东丰县小四平镇远
山青黛，花香浓郁，漫山遍野的金
红苹果树又迎来了盛花期。放眼
望去，一片片灿烂的花朵布满枝
头，昭示着丰收在望的美好前景。

小四平镇是东丰县金红苹果
的主产区，也是我省果树生产基地
乡镇之一。日前，记者走进梅河
村，浓郁的花香扑面而来，洁白如
雪的苹果花竞相绽放，在蓝天、绿
叶的映衬下格外壮观，游客仿佛进
入了“世外桃源”。

对于当地人来说，苹果花是财
富之花、希望之花，花期可持续到5
月20日左右，不仅扮美了乡村，也
为村民开启了致富之路。依托金
红苹果产业发展基础，镇里组织成
立了金红苹果种植协会，帮助成立
8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出台多项扶
持政策，扶持壮大产业规模，使农

民合作经营、承包经营等多种经营
形式日趋成熟。结合实施乡村旅
游发展战略，将苹果采摘作为镇域
旅游主线，举办金红苹果采摘节、
农民丰收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采摘游玩，不断提升经济
效益和镇域知名度，让村民的“钱
袋子”越来越充盈，特色小镇的名
片越来越亮丽。现在，全镇果树种
植户发展到 2200 余户，种植面积
1285公顷，覆盖全镇16个村，果树
发展到110万株，丰产期产量达到
1700 万公斤，实现产值近 4000 万
元，产品销往深圳、上海、广东、沈
阳等地以及俄罗斯、印度等国家。

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美丽经
济”。近年来，小四平镇以打造特
色旅游小镇为中心，突出梅花鹿、
解方将军故里、野生杜鹃花、金红
苹果、大顶山森林氧吧、煎饼干豆

腐等特色优势，全力打造皇家鹿苑
文化游、大顶山休闲观光游、“一面
山花”杜鹃花谷赏花游、金红苹果
采摘游 、“将军故里”红色游五个
旅游品牌，推动旅游资源优势互
补、融合共建。依托解方将军纪念
馆，突出打造“红色+教育”为主题
的特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接待
游客19.7万人次，开展爱国主义主
题教育1300余次，被授予“吉林省
党史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皇家鹿苑
乡村博物馆，突出弘扬“盛京围
场”、皇家鹿苑等历史文化，向游
客展示与体验“马记鹿茸”的割、
炸、晒等传统工艺；依托大顶山、
杜鹃花谷及 1285 公顷金红苹果
园，突出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
摘果、冬玩雪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胜地。

花香四溢“织”锦绣
——小四平镇生态旅游产业厚积薄发

□ 孙硕琳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