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招商引资是头等大
事”“项目落地是评价标
准”。5 月 10-11 日，扶余
市举办重点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邀请 89 家企业、
137 名 企 业 代 表 走 进 扶
余，畅叙地企情谊，寻求
合作商机，共谋事业发
展。

活动期间，企业代表
走访了吉林山鹰、史丹利
肥业、鲁花、鹏鸿、国泉酒
业等域内重点企业，考察
了大金碑湿地公园、九连
山平安文化小镇等文旅项
目。进企业、入车间、走村
屯、看演出、赏美景、品美
食，一路参观了解扶余市
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发展
以及政策环境等情况，实
地感受扶余优越的投资环
境、厚重的人文环境和淳
朴的民风民情。

年初以来，扶余市全
面落实省和松原市关于持
续开展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攻坚行动的部署要求，以
项目落地论英雄、以项目

落地衡量干部工作能力，
各级干部围绕产业发展方
向，坚持以商招商、资源招
商、中介招商、平台招商，
实施重点产业链精准招
商，密集吸引上下游配套
企业，建链、延链、补链、强
链，形成具有更强竞争力、
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条，
全市上下形成“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
围，一季度新建、续建招
商引资项目取得阶段性
成果。

耳闻目睹扶余市落户
企业和文旅项目强劲的发
展势头，参加活动的企业
家代表纷纷表示，扶余是
一座历史底蕴深厚、资源
禀赋突出、发展活力迸发、
营商环境一流的城市，是
一片投资沃土，更是一片
创业福地。通过这次考
察，进一步认识了扶余、
了解了扶余，希望可以

共同发现商机、找准项
目 、投 资 扶 余 、实 现 共
赢。此次招商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暨重点产业项目
推介活动，共有63个项目
现场签约，投资协议金额
达 302 亿元，包括 10 亿元
级项目 9 个，亿元级项目
35 个；合同项目 23 个，框
架协议项目40个，产业涉
及装备制造、生态纸业、建
材、农畜产品加工等各个
领域。

据悉，今年扶余市还
将举办“七星耀扶余”、花
生及杂粮杂豆特色产业博
览会，央企进扶余、民企进
扶余、商会进扶余、中国磷
复肥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
走进扶余系列招商活动，
并利用“东北亚博览会”

“吉商大会”和“木业论坛”
“纸业论坛”等平台，邀请
各地商会、企业到扶余考
察洽谈、投资创业。

扶余举办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5
月 13 日，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主
办，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公司、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春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九台区
政府承办的2023全国“四季村晚”
示范展示点、长春市九台区马鞍山
村“春季村晚”暨吉林·九台第六届
山野菜美食文化旅游节在美丽的
乡村旅游休闲地——马鞍山村举
行。

马鞍山村位于九台区土们岭
街道，近年来，这里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在打造美丽乡村的基础上，
引进了众多文旅项目，已打造了
九台区红色教育基地、马鞍山村
史馆、如美乡村特色民宿等项目，
形成了森林氧吧休闲徒步、红色
文化教育体验、天然生态健康美
食、乡村记忆经典民宿等特色文
旅产品。该活动从2016年开始举
办，已经成功举办五届，成为九台
文化旅游的品牌活动，不但深受
当地群众喜爱，也受到外地游客
的欢迎。本届活动围绕“乡村旅
游、文化体验、红色教育、网红带
货、特色美食”等内容，设计开展

“徒步马鞍山 追忆红色情”登山健
身、春见马鞍山等十余项特色文
旅、农旅活动。现场“山野菜包
子”厨艺小擂台、“我爱山野菜美
食”食神争霸赛、美食手作——石
磨豆腐、网红直播带货等，趣味十
足，精彩纷呈。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农副产品
销售、非遗文创品展销、山野菜美
食广场、乡村小集市、网红打卡等
区域。乡村小集市热闹非凡，商
品琳琅满目，充满农村特色。据
了解，当地山野菜包子这一美食
品牌已打响，如美乡村包装的“望山潮品”（当地农
副产品、玉米、年猪肉、干果、山菜）更成为乡村旅游
热销商品。马鞍山村的旅游元素众多，预计今年活
动期间将有6-10万人参与，美食一项收入可达500
万元左右，旅游收入及带动相关产业收入可达3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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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蛟流河乡蛟

河 村 残 疾 农 民 高 洪 喜

2018年开始养羊，从300

头羊发展到现存栏5000

头，年收入超百万元。

图为工人为幼羊添料。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陈时 刘瑾璇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近年来，梨树县依
托本地优势资源，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农业，全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立 足 优 势 ，念 好“ 土 ”字
诀。聚焦乡土产业，强化党建
引领。加大支部领办合作社工
作力度，以“党支部+合作社+
N”为发展模式，在去年 5 个省
级示范村基础上扩大到 95 个
村，预计增加集体经济年收入
300 余万元。目前全县正常运
行农民专业合作社 1140 个，适
度规模经营面积180万亩，产业
振兴促乡村振兴的工作局面初
步形成。聚焦乡土文化，打造
农旅融合。依托传统产业生态
环境，梨树县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指导孟家岭村成立种
植专业合作社，引进龙丰苹果、
牛奶果、苹果梨等品种，全村种
植面积达5000多亩。与乡村旅

游相结合，形成了集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果蔬采摘、民俗体
验、拓展运动等于一体的农旅
融合发展新模式，全链条助农
开辟增收新途径，去年累计收
益 18 万元。聚焦乡土情怀，发
挥人才优势。 常态化开展梨树
籍人才回引行动，以“亲情、乡
情、友情”为纽带，建立本土人
才培育机制，畅通人才回乡发
展通道，引导梨树籍在外大学
生、技术技能人才返乡创业就
业 3739 人，让“走出去”的人才

“走回来”，更好地建设家乡。
因 地 制 宜 ，打 好“ 特 ”字

牌。盘活土地资源，发展特色
农业。积极打造“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发展局面，充分利用各
村机动地、流转地、四荒地等闲
置土地资源种植特色农作物，
初步形成种植棚膜蔬菜、露地
蔬菜项目52.3公顷，种植玉米、
大豆等经济作物144.3公顷，种

植鸡心果等水果 18.6 公顷，预
计带动集体经济增收248.37万
元。积极创新探索，打造特色
模式。创新推出以“玉米秸秆
覆盖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为
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
式”，目前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
自治区推广面积已达7200余万
亩、净收益超过15亿元，为黑土
地保护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提
供了“梨树路径”。强化科技赋
能，提升特色品质。打造科技
交流研发平台，引进开发先进
农业科研成果，加大力度研制
配套免耕播种机，现已发展到第
六代产品，农机大户达到13887
户，全县投放配套农机具近4.6万
台套，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5%以上。

多 点 发 力 ，唱 好“ 产 ”字
歌 。延伸产业链，促进复合发
展。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通过
抓好玉米、肉牛、肉鸡、生猪和

现代绿色蔬菜基地“4+1”全产
业链建设，积极探索“合作社+
粮食深加工企业+金融+保险”

“合作社+养牛”“合作社+蔬菜”
的发展新模式，助力乡村产业
全面振兴。延伸加工链，助力
产业发展。创建全国百万亩绿
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
基地和绿色稻米生产基地，重
点开发鲜食玉米、玉米汁饮料、
玉米休闲食品等系列产品，走
专业化的玉米精深加工之路，
提升玉米附加值，用深加工这
把“金钥匙”打开农产品的市场
大门。延伸价值链，拓宽销售
途径。以特色农业为卖点、以
电商企业为纽带，采取“党支
部+直播+电商+农户”模式销
售，让农户精准对接市场，实
现富民增收。去年以来，先后
组织 500 人次参加农村电商培
训，提高销量，为促进农村经
济增收助力添彩。

绘就乡村振兴蓝图

梨树全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本报讯 冯超 报道 据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5月
9日，全省入统企业累计收购新
粮680.5亿斤，同比增加36.9亿
斤。

按照品种分：玉米593亿斤

（玉米深加工企业收购104.5亿
斤），同比增加 30.2 亿斤；稻谷
83.3 亿斤，同比增加 6.1 亿斤；
大豆 2.8 亿斤，同比增加 1 亿
斤。

近期，省内玉米市场价格

稳定，目前深加工企业主流玉
米收购价格每斤 1.29-1.34 元，
环比上期持平；稻谷价格稳定，
普通圆粒稻谷价格每斤 1.39
元，超级稻价格每斤 1.40-1.50
元。

我省2022-2023年度秋粮收购全面结束

随着气温回升，安图县各
乡镇抢抓农时，加快推进春播
进程，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
下坚实基础。

万宝镇红旗村村民咸祝圆
今年种了 30 多公顷玉米，在新
买的免耕机助力下，开沟、播
种、施肥、覆土一气呵成，大大
提高了耕种效率。

在石门镇的田野上，同样
是一派繁忙景象。茶条村村民

刘丽卫早早地来到自家地里播
种黄豆，旋耕机和播种机在地
里来回穿梭，一幅田间耕作图
跃然眼前。

在亮兵镇新胜村的田地
里，马铃薯种植热火朝天。农
机手驾驶播种机穿梭在田间，
快速完成施肥、播种、起垄的农
业生产流水线种植作业。村党
支部书记孙大柱介绍，由于市
场价格高，村民种植马铃薯的

热情都很高，今年他家就扩种
了10公顷。

据了解，今年安图县农作
物播种面积79.54万亩，其中玉
米播种面积47.28万亩，水稻种
植面积 2.81 万亩，大豆播种面
积19.89万亩。目前，全县已播
种玉米25.12 万亩，大豆6.81 万
亩，预计 5 月 20 日完成旱田作
物播种工作。

（安图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安图：抢抓时机春耕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