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5月 日 星期二23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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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立敏 记者郭小宇报道 德惠
市以实施黑土地保护、促进土质改善，推动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工作目标，在实施保
护性耕作中，进一步提质扩面，将作业总面
积由上一年的140万亩增加到155万亩，超
额完成省里下达的150万亩的任务指标。

据市农机总站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全市保护性耕作稳步扩面，从 4 月 16 日
起就正式开始免耕播种作业，截至目前
已完成 155 万亩的保护性耕作免耕播种
作业。

在扩大作业面积的同时多措并举提高
保护耕地质量。对作业农机具进行优化，
大量采用高性能免耕播种机，全市投入作业
的免耕机械1630台，有效提高了播种质量和
工作效率；创新实施路径，大力推广使用条
耕技术；同时挑选建设一批高标准应用基
地，引领保护性耕作向高质量发展。

德惠市继续强化技术措施，积极引导
开展规范化作业，向良机、良技、良田要产
能，在保护性耕作的苗期深松以及田间管
理等其他技术环节，做好宣传推广、技术
指导，达到保护耕地质量和提高粮食产量
的目标，助力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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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镇赉乡村，庭院街
路干净整洁，农田新芽吐绿，处
处生机勃勃。哈吐气蒙古族乡
家家户户的“方寸地”成了“致
富园”，“千金红”辣椒移栽火热
进行，黑羽鸡养殖方兴未艾。

5 月 17 日，哈吐气村胡艳
亮家院子里热闹起来。村党支
部书记张建带领村干部和10名
村民在移栽辣椒苗。挖坑、栽
苗、浇水、覆膜，分工明确。不
到一个小时，0.4亩的“千金红”
辣椒苗移栽完毕，沐浴着阳光
雨露，小辣椒开始了新的成长
阶段。

张建说：“胡艳亮家的‘千
金红’今年保守估计可创收
4000 元，每平方米还有专项种
植补贴 1.5 元。这个品种产量
高、价格好，合作社统一回收，
种植户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

“我们把村干部和不能从事插

秧劳动的老年人集中一起，利
用一两天时间就能完成全村16
户种植户的辣椒移栽，不误农
时，也不耽误青壮年村民稻田
插 秧 。”一 旁 的 村 干 部 补 充
道。

据了解，哈吐气蒙古族乡
为了发展庭院经济，专门成立
工作专班进行宣传发动，组织
种植户参加技术培训，哈吐气
村和宝山村党支部领办创办成
立了辣椒合作社，村党支部书
记任理事长。“目前，这两个村
32 户种植辣椒 12 亩，63200 棵
辣椒苗由村里统一订购，乡农
技站在微信群畅通交流渠道，
全程提供技术服务和采收、销
售保障工作。”副乡长宋华峰
掰着手指向记者介绍。

这边辣椒苗移栽热热闹
闹，那边黑羽鸡幼雏叽叽喳
喳。村民田秀云手捧小鸡雏，

笑着打开了话匣子：“去年6月
我买了80只黑羽鸡雏，秋天销
售 40 只公鸡收入 4000 元。今
年我又孵化100只鸡雏，到了秋
天咋说也能有个万八千的收
入。再说，黑羽鸡蛋也是抢手
货，除卖给超市，还能孵化鸡雏
扩大规模。1 个鸡蛋能卖一两
块钱，还供不应求呢。靠这项
养殖，在小院里就能增收四五
千元！”

村民周利利今年“五一”也
买了100只鸡雏，4个月后就能
产蛋，目前市场上公鸡销售价
可达到100至150元，她预计今
年养黑羽鸡能增收 5000 元左
右。“黑羽鸡投入少、收入高，
这种鸡皮实，不遭损、产出比
高，庭院养殖和大田种植两不
误。”周利利信心满满。

硕焕昭村范家围子屯高春
杰去年养殖50只黑羽鸡，纯收

入3000元，尝到了甜头、有了经
验，今年又购买80只鸡雏。

前有“吃螃蟹”的村民“打
样儿”，硕焕昭村党支部书记韩
雪峰积极性更高了：“咱村里统
一购买鸡雏，联系防疫站打疫
苗、包销售，大家都别有顾虑。”
在他的鼓励带动下，目前全村
已有 70 户村民养殖 1950 只黑
羽鸡。

宋华峰看到村民养殖黑羽
鸡的积极性高，产品受市场欢
迎，就和村干部一起筹谋下一
步工作。计划拓宽销路，把今
年的黑羽鸡肉蛋产品进行深加
工，统一包装进入超市销售，鸡
蛋装盒、肉鸡真空包装提高档
次，打造品牌。他说：“目前，
硕焕昭村、哈吐气村、呼兰村
和 宝 山 村 共 引 进 5000 只 鸡
雏，预计户均增收 5000 元以
上。”

“方寸地”成了“致富园”
——哈吐气蒙古族乡小庭院做出大产业

□ 田宏 王凯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本报讯 王耀辉 记者 吴连
祥 实习生宋明欣 报道 初夏五
月，姹紫嫣红，百花报喜。在 5
月 13 日开幕的第十九届中国
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
交易会上，梅河口市泉秀合粮
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企业参展
的 2 个品牌大米获得“金奖”，
为我省争得了荣誉。

梅河口市地处“世界白金
水稻带”的中央，水稻栽培历史
悠久。清代顺治年间，这里被
划定为“盛京围场”实施“封
禁”。2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
受到严格的环境保护，成就了

“天蓝木秀，土沃水清”的优良

生态环境，为水稻种植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几代人
的精心培育，梅河大米已拥有

“第十一届亚运会特需食品”
“国家级绿色食品”“中国名牌”
等众多殊荣。2019年10月，梅
河口市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
名为“中国皇粮御米之乡”。

铸造独树一帜品牌，助力
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秉持这一
理念，梅河口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创新工作理念，持之以恒
加强粮食品牌建设。聘请北方
水稻栽培专家许哲鹤为粮食企
业、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授
课，帮助他们通过科学化、规范

化种植管理，提高稻米品质；常
态化开展“梅河大米”品牌展销
推介活动，每年都组织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参
加在浙江、上海、福州、川渝等
地举办的粮食展销洽谈活动，
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产品
的美誉度；积极协调上级部
门，为企业、种植大户安装吉
林大米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
水稻田间监控系统……经过持
续推介宣传，“梅河大米”畅销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次展会设置了特色产业
县、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工程等
展区，该市粮储局组织梅河口

市泉秀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等企业参展。经过组委会专家
集中评审，并对候选产品实物
现场复审，梅河口市泉秀合粮
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的“禧
米香”牌生态大米、吉林省聚农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米小胖”牌
鲜米双双获得“金奖”。

记者了解到，成立于 2014
年的泉秀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秉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经营理念，流转经营 4000
亩水田，引进优良品种，运用
物理杀虫技术，打造从农田
到餐桌上的放心绿色稻米产
品。

两个品牌再获金奖

梅河口打造放心绿色稻米产品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按照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的统一安排部署，我
省近日启动了 2023 年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样地
调查监测工作。

4 月 27 日，省林业和
草原局统一组织，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具体实施，开
展了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样地调查实操培训和

标准地练习。5 月 17 日，
全省（包括吉林森工、长
白山森工）采取以干代培
的方式全面启动样地调
查工作。国家林草局规
划院、国有林监测中心专
家莅临现场指导。

此次综合监测外业
调查队伍由省林业调查
规划院的 60 余名专业技
术骨干组成，共分 26 组，

将对全省2441块样地（包
括森林、草原、湿地、荒
漠）开展外业调查工作。

此前，省林业调查规
划院精心组织技术人员
培训，选取具有典型代
表性的森林、草原、湿地
样地现地开展了培训，
重点就工作方案、技术
细则、工作流程、设备应
用、软件操作等做了详

细讲解，并对样地定位、
样方设置、周界测量、样
地因子调查、样木因子
调 查 等 技 术 要 领 进 行
现地操作演示。通过理
论 培 训 与 外 业 样 地 调
查，全体参训人员明确
了调查方法，统一技术标
准，为高质高效完成林草
生态综合监测工作奠定
坚实基础。

2023年我省林草生态
综合监测样地工作启动

火红五月，走进通榆县西北大镇兴隆山的硕果巨丰家庭农场，采用
新技术培育的1100万株优质辣椒苗，长势喜人。 陈宝林/摄

本报讯 王 锐 记 者
吴连祥 报道 手握秧苗，
播种希望；载歌载舞，笑
语飞扬。5 月 22 日，吉
林·柳河火山岩稻米播种
启动仪式暨“大米姐”第
十届插秧节在姜家店朝
鲜族乡富硒稻米基地举
办，以“稻乡柳河、誉满中
国”为主题，进一步提升
柳河大米及特色农副产
品、旅游产品知名度。

活动中，农民肩扛锄
头、铁锹等农用工具进行
传统祭祀，祈愿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在插秧比
赛环节，各支队伍站在稻
田中摩拳擦掌，将抛来的
秧苗迅速插好，以壮硕的
秧苗撬动经济，演绎文
化。同时，还设置火山岩
稻米品尝、火山岩稻米展
馆参观等内容。

作为中国绿色名县、
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中

国火山岩稻米之乡，柳河
县早在唐代就有水稻种
植历史，其温润的气候和
上亿年风化的火山炭质
土壤、平均 145 天的阳光
照射以及统一种植标准，
赋予柳河大米香甜可口、
绿色营养的天然属性，有
着“历朝贡米”美誉。为
了对“柳河大米”品牌文
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柳
河县连续举办十届插秧
节活动，以此推动“柳河
大米”这张金字招牌越叫
越响、路子越走越宽。

据悉，柳河县共有通
过QS认证的规模稻米加
工企业26户，其中拥有有
机证书企业 9 户、绿色认
证企业 5 户。有柳河大
米、社稷尚品、大米姐、
芳谷、蛙田等 28 个主要
品牌，“柳河大米”被认
定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柳河启动火山岩稻米播种仪式
“大米姐”第十届插秧节同时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