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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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 实习
生宋明欣 报道 日前，由
长春光华学院主办，长
春光华学院乡村振兴研
究院、数字经济产业研
究院、管理学院、吉林省
社会科学重点领域（吉
林省电子商务）研究基
地承办的首届《东北乡
村振兴蓝皮书》发布会
暨 东 北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论坛在长春举办。

据了解，本次论坛
以“发布乡村振兴成果，
谋划东北乡村未来，助
力农业强国建设”为主
题。4 名专家学者作了
主题发言，围绕东北振
兴，东北乡村振兴，农
业强国、强省，农业高
质量发展等内容，全面
分 析 东 北 地 区 尤 其 是
吉 林 省 乡 村 振 兴 及 农

业 强 省 建 设 取 得 的 成
就，提出“十四五”时期
全 面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的
对策建议。

据了解，《东北乡村
振兴蓝皮书》已由社科
文献出版社出版，蓝皮
书分为总报告与分报告
两部分。总报告为东北
地 区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报
告，其内容结合东北地
区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总结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过 程 中 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提出从实施现代农
业三大体系建设、粮食
和食品安全、生态环境
保护、美丽乡村建设、人
才引育、富民、农村三产
深度融合、农村公共服
务建设及农村有效治理
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工程。

东北乡村振兴发展论坛举办

梅河口市双兴镇楼山村“两委”经过认真考察，引进适

合当地种植的水稻新品种，助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图为

农民正在插秧。 金学贵 记者 吴连祥/摄

我省是农业大省、种业大省，农
业种质资源丰富，育种创新基础良
好，品种选育成果丰硕。为推动种
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下发《吉林省
种 业 振 兴 工 程 建 设 方 案（2022-
2035）》，为实现“千亿斤粮食”生产
目标奠定种业基础。

近日，记者采访了省农业农村
厅种业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梁向军，
就方案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特
色亮点进行了解读。

“我省粮食产量已经连续9年超
过 700 亿斤，2022 年达到 816.16 亿
斤 ，稳 居 全 国 第 五 位 ；粮 食 单 产
940.52斤/亩，位列全国第三位，居全
国前十名产粮大省第一位；主要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100%，种子在

粮食增产中贡献率达到 45%以上。
作为粮食产能提升的重要支撑因
素，种业必须抓住机遇实施振兴行
动，加快培育推广更多高产高效、优
质绿色、适宜机收的优良新品种，助
力我省‘千亿斤粮食’生产目标实
现。”梁向军说。

围绕我省种业发展实际，方案
提出了总体思路和目标、建设内容、
实施进度安排、保障措施等方面内
容，重点建设“2 平台、3 中心、4 基
地”。梁向军对记者介绍说，“2 平
台”即省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平台、北方粳稻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平台，“3中心”为鸿翔种业科创中
心、先正达春玉米研发中心、东北地
理所人工智能育种研究中心，“4基

地”是洮南市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
公主岭市国家级水稻制种基地、抚
松县国家级区域性人参良种繁育基
地、南繁及省级新品种展示评价基
地。项目以省内外优势科研院校为
技术依托，以大型育繁推一体化种
业企业为建设主体，以企业化机制
运行，聚集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
要素，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
优势、控风险，加大种质资源创新开
发利用，加强关键育种核心技术攻
关和突破性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应
用，扶优做强种业企业。工程项目
采取中央投资、省级投资、企业自筹
和社会资本注入等方式，项目建设
期3年。

根据我省种业实际，着眼“利长

远、有实招、能落地”总原则，方案具
备三大特色亮点。梁向军表示，种
质资源创新平台建成后，能够达到
智能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保存
种质资源40万份，满足今后50年资
源创制、基础研究等方面重大需
求。生物育种研发中心建成后，可
以有效开展基因编辑和生物育种技
术研究，加快突破性品种选育速度，
大大缩短与发达国家“生物育种+信
息化”差距。种业创新生产基地建
成后，极大提高种业企业在省内
繁种供种能力，降低省外制种风
险 ，对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提 升 我 省

“千亿斤粮食”产能具有重大促进
作用。

方案还明确了今后种业发展目

标，到2025年，全省创制优异种质资
源 100 个，打造高标准制种基地 15
万亩，研发出突破性新品种 30 个。
到2030年，累计创制优异种质资源
300 个，打造高标准制种基地 20 万
亩，培育“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10 家以上，累计研发出突破性新品
种100个，品种自主选育和推广率达
到 85%以 上 。 到 2035 年 ，累 计 创
制优异种质资源 500 个以上 ，打
造高标准制种基地 20 万亩，累计
研 发 出 突 破 性 新 品 种 200 个 以
上，自主品种占比达到 90%以上；
1 家以上玉米种业企业综合实力
进入全国 10 强，2 家进入全国 50
强，种业为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
50%以上。

做强农业“芯” 端稳粮食“碗”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吉林省种业振兴工程建设方案（2022-2035）》

□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本报讯 刘东辉 实习生 王子贺报
道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 2022 年金
融支农十大创新模式与十大典型案
例，我省肉牛活体贷破解肉牛养殖主
体融资难题案例，入选地方金融支农
十大典型案例。

2022年，全省肉牛贷款余额达到
242.68亿元，同比增长98.2%，其中活
体抵押贷款累放金额 62.43 亿元，同
比增长 198.6%。全省肉牛政策性保
险在保牛只 115.77 万头，同比增长
56.34%，保险覆盖面达到 29.56%，同
比提高13.56个百分点。

出台文件措施，破解政策瓶颈。
印发《吉林省推进畜禽活体抵押贷款
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肉牛等畜禽活
体可作为抵质押融资物。下发《吉林
省做大做强肉牛产业十条政策措
施》，明确肉牛政策性保险每头牛最
高保额由 10000 元提高至 15000 元，
保费不变。下发《关于实施“秸秆变
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意见》，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整村授信，将符合

相应条件的育肥牛贷款期限延长到2
至 3 年、基础母牛贷款期限延长到 3
至5年。

创新服务模式，破解产品瓶颈。
以活体畜禽的保险价值确定贷款金
额，以畜禽生长情况、出栏时间、风险
状况等确定贷款期限，依托人民银行
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进行登
记，通过保险公司为抵押的活体畜禽
投保进行风险防范，集中推进“禽畜
活体登记＋农户自愿保险＋银行跟
进授信＋政府或第三方监管”的活体
抵押贷款业务。

建设服务平台，破解抵押监管难
题。在全国率先建设了“吉牛云”大
数据平台，创新推出“吉牛普惠”“吉
牛监管”“吉牛·云繁改”“吉牛·云健
康”及“吉牛·云交易”。依托“吉牛普
惠”小程序，给牛只佩戴普查耳标，建
立牛只基础档案。依 托“ 吉 牛 监
管”平台，通过电子耳标、视频监
控 等 联 网 设 备 ，对 涉 押 牛 只 实 时
监管，掌握涉押牛只存栏、出栏等

信息。
强化组织推动，保障政策落实落

地落细。组织8家银行、6家保险公司
和省农担公司等15家试点金融机构，
推出 10 种模式 34 款金融产品，将保
险机构业务区域、银行信贷产品系统
嵌入，实现信贷保险需求智能受理、
精准服务，搭建养殖主体与畜牧部
门、金融机构联系桥梁，打通融资需
求、养殖、保险、贷款、贴息等数据流，
构建“吉牛云＋融资”“吉牛云＋保
险”常态化服务模式，建立大数据融
资服务平台。

加大宣传推广，推进政策及政务
服务直达。创新推出“吉牧云课堂”
微信小程序，上线活体抵押贷款产品
解读视频。创新推出96603“畜牧”热
线广播，利用农村“大喇叭”平台，宣
传活体贷等金融产品及政策。开通
96603 融资服务热线，受理养殖户融
资诉求来电。依托“吉事办”对30多
万肉牛养殖场户进行金融政策及产
品信息精准推送。

我省肉牛活体贷案例入选地方金融支农十大典型案例

眼下正是大棚蔬菜收获的
好时节，记者走进梨树县棚膜产
业示范园，一座座蔬菜大棚整齐
划一，大棚内温度如盛夏一般，
棚内九月青豆角、螺丝椒等作物
长势喜人，豆角藤上一片片绿色
的叶子中，九月青豆角已经成
熟，螺丝椒翠绿娇嫩。

“一栋温室三亩田，一年四
季都出钱。”梨树县棚膜产业示
范园总占地面积4.6万平方米，
共有温室大棚28栋。“有了智能

放风机、遥控卷帘机等数字化设
备，棚内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
反季节作物也不在话下。手机
一键设定温度，智能放风机通过
自动调整风口大小来控制棚内
温度，以达到作物生长适宜均衡
的温度，保证作物长势旺盛，减
少病害发生。遥控卷帘机使用
非常方便，省时省力，即使停电，
在人工操控下也不耽误工作。”
技术员夏晓冬介绍。

采摘、打包、运输……一茬
菜周期为 60 天，周期内平均每

天8吨果蔬从示范园出发，运往
北京、哈尔滨等地市场，长春居
多。一栋栋大棚不仅逐渐实现
向智能化种植蔬菜迈进，更为当
地农民带来了美好新生活。梨
树镇的王大姐一边干活一边对
记者说：“我们每天五点开始就
忙着采摘，将摘好的蔬菜通过遥
控滑道车向外输送，既省时又省
力。”虽然大棚内的活大部分不
需要人工，但像摘菜、打叶这些
基础工作还是需要很多人力，一

茬菜周期内用工最多的时候达
百余人。

梨树县棚膜产业示范园将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立足“菜篮
子”产品特别是蔬菜供给的高端
化、品牌化需求日益增大的实
际，探索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新
路。同时，让村民认识到温室大
棚的好处，了解引进的智能技
术，带动村民就业、创业致富，通
过科技不断创新，提升产业科技
含量，增加棚膜产业的发展活
力。

大棚产业旺 百姓生活美
□肖雪 刘磊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实习生 刘铭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