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5月 日 星期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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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本报讯 陈照明 记者 侯春
强 实习生 宋明欣 报道 近年来，
伊通满族自治县聚焦多产业融
合式、集聚式发展，构建现代化
农业产业发 展 体 系 ，持 续 解
决 农 业 资 源 要 素 配 置 和 农
产 品 供 给 效 率 之 间 的 问
题 。 通 过 提 能 力 、拓 渠 道 、
强 品 牌 的 农 业 发 展 之 路 ，延
长 产 业 链 ，提 升 价 值 链 ，为
农 业 高 质 量 、现 代 化 发 展 按
下“快进键”。

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坚
持“稳面积、提产能、提效益、提
收入”的总思路。一方面，守住
188万亩耕地保护红线，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发展，
年粮食产量已经突破23亿斤大
关。另一方面，强 化 高 产 能 、
高 思 路 和 高 效 益 ，新 建 高 标
准 农 田 8.41 万 亩 ，推 进 棚 室
面 积 达 到 2746 亩 ，经 济 作 物
产 值 实 现 2.5 亿 元 。“ 公 司 +
农户”模式得到推广，规模养

殖 场 达 到 193 家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1862 个 、家 庭 农 场
2978 个。

强化技术创新与集成，提高
粮食生产的科技贡献率。如今，
伊通县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0.1%，其中机耕面积 182.54 万
亩，机耕作业率97.1%。机播面
积 174 万 亩 ，作 业 率 达 到
92.56%；机收面积147.2万亩，作
业率达到78.3%。

伊通县结合市场需求，明确
县域畜牧业发展定位，即在合理
规划畜牧业布局基础上，以大型
养殖企业为龙头，以适度规模养
殖场为主体，着力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2022年，全
县猪、牛、羊、禽、鹿出栏分别达
到 92.4 万头、23.6 万头、8.2 万
只、1102.6 万只和 1.08 万只，同
比 增 长 33.5% 、35.6% 、7.7% 、
84.4%、6.1%。

依托伊通黄牛现代农业产
业园，伊通温氏集团以及孙氏鹿

业、晶森鹿业等平台在规模化养
殖、规模化销售等方面建立了

“伊通模式”。仅2022年就在50
个村建立养殖社区互助站，覆盖
养殖户3000户，肉牛12万头，增
收2.75亿元。2022年，秸秆饲料
化利用率达到36.4%，同比提升
8.6个百分点。

全县棚室已发展到1879栋
1943 亩，现有 30 亩以上规模园
区10个。在产果蔬和食用菌面
积 1026 亩，待产棚室蔬菜种植
面积872亩，花卉面积45亩。定
植棚室蔬菜黄瓜、西红柿、茄子、
辣椒、豆角等茄果类面积 260
亩，日产量可达到3吨以上。蔬
菜种植面积已经发展到 6.4 万
亩，其中露地蔬菜面积5.8万亩，
保护地面积0.27万亩，年总产量
可达20万吨。

做强做大种子育繁推一体
化体系。依托伊通稷秾种业、育
强种业等种子龙头企业，紧抓农
垦改革和种业发展双重机遇，依

靠创新驱动和协同合作，构建了
具有伊通特色的种子产业化新
格局。不仅培育出“伊单”“稷
秾”“巨丰”“育强”等多个种子品
牌，同时也将伊通种子推广到东
北三省以及新疆、内蒙古等地
区。

积极推进农业品牌精品培
育计划，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带
动、环境优化等举措，筑牢产业
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
做强创新链。马鞍山镇被认
定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
镇，12 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以
上种植类“一村一品”示范镇
村。“伊鹿高鸽”农产品品牌商
标注册完成，打造四平市区域
公共品牌“平地生香”授权企
业 10 家，认证伊通大米、伊通
榛子、伊通梅花鹿、伊通黄牛
等地理标志农产品 10 个。铠
绎特种果品、伊通黄牛现代农
业产业园被评为“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

提能力 拓渠道 强品牌

伊通按下农业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本报讯 李明达 报道 为加
强农药质量监督管理，依法打击
假冒伪劣农药坑农害农违法行
为，切实保障我省粮食、农产品
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近日，我
省组织开展2023年农药质量监
督抽查。

本次监督抽查采取例行抽
查、专项抽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
方式，以县（市、区）农药经营门
店和省内农药生产企业为重点
抽查对象，对2022年7月1日以
后生产的农药产品，市场在售
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植
物生长调节剂、杀鼠剂、卫生杀
虫剂，生物农药以及敌草快、草
甘膦、草铵膦等灭生性除草剂
产品进行专项抽查。同时，对
近年来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问
题较多、农民反映较多的企业
和产品开展针对性抽查。

据了解，此次抽查集中在
农业生产用药高峰期或农药使
用销售旺季进行，所有样品由
农业农村部农药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长春）进行检验检
测。对检验不合格的农药产
品，农药生产企业、被抽查单位
未提出异议请求或复检仍不合
格的，各地农业农村局将依法
立案查处。对经营假冒伪劣
农药情节严重者，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将吊销其农药经营许
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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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佳明 记者 吴连祥
实习生 刘铭瑶 报道 辉南县紧紧
围绕黑土地保护目标，从宣传发
动、优化服务等方面入手，引领带
动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开展保护
性耕作农机作业，力求黑土地保护
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春耕以来，辉南县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玉米播种情
况及土壤墒情，按照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技术要求，就如何使用条带
耕作机和免耕播种机，开展技术
指导和服务。通过示范带动，各
乡镇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切实感
受到免耕播种技术带来的便利和
实惠，进一步认识到免耕播种不

仅能加快耕种进度，提高生产效
率，还能节约成本、减轻劳动强
度、避免风蚀水蚀，提升土壤肥力
和抗旱能力。

作为保护性耕作技术宣传推
广的主力军，各乡镇纷纷行动起
来，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村屯，为农
户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样
子哨镇农机站技术人员经常深入
到保护性耕作地块为农机大户检
修、调试机具，受到干部群众的欢
迎和好评。当地粮食种 植 大 户
赵国军说：“今年保护性耕作开
始 后 ，镇 里 农 技 人 员 经 常 下 乡
指导。我们今年增加了保护性
耕 作 面 积 ，希 望 能 有 一 个 好 收

成。”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是一种以

免耕、少耕播种为主要内容的现代
耕作技术体系，可以增加土壤肥力
和保墒抗旱能力。秸秆覆盖还田
条带耕作技术是黑土地保护性耕
作的一项技术，具有动力消耗少、
作业环节少、机械轻便灵活等优
点 ，还 能 有 效 解 决 玉 米 秸 秆 还
田，培肥地力等问题。基于这些
优势，辉南县将从宣传引导、试
验示范、政策扶持、监督考核等
方面不断推进，持续开展技术指
导 服 务 ，强 化 技 术 模 式 优 化 推
广，让先进技术保护黑土、造福
农民。

运用秸秆覆盖还田条带耕作新模式

辉南推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提质扩面

近 年 来 ，东

丰县积极推进民

生水利建设，多

措并举治理流经

城区的绕盈河，

将其打造成休闲

运动观光为一体

的生态景观带。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闫虹瑾 报
道 眼下，我省各地正
抢抓农时，掀起水稻插
秧 高 潮 。 据 5 月 27
日农情调度，全省玉
米、薯类播种已基本
结束，全省大豆已播
计 划 的 97.58% ，水 稻
已 插 秧 计 划 面 积 的
86.06% ，同 比 快 1.92

个百分点。
今年，全省水稻种

植面积达到1250万亩，
主推水稻钵型毯状苗
育插秧、水稻机械直播
生产、水稻机插秧同步
侧深施肥等 11 项水稻
生产技术，为全年水稻
稳产高产提供技术保
障。

全省水稻已插秧
计划面积的86.06%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实习生
王子贺 报道 5 月 27 日，首届“抚
松·松花江龙鲤节”在抚松县兴隆
乡青年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万名游客汇聚青年村，体验松花江
龙鲤文化的独特魅力。

活动以传承和展示松花江龙
鲤文化为主要内容，涵盖龙鲤仪
式、放流祈福、歌舞演出、民俗游
戏、参观乡村博物馆、手工艺特产
展示以及龙门美食宴等环节。龙
鲤仪式上，长者身着古服，现场诵
读《龙鲤赋》。

仪式结束后，游客纷纷参观乡
村文化博物馆、民俗手工艺和特产
展示、民俗游戏体验区，参观丰富
悠久的关东文化老物件，深入了解
东北民俗文化；品尝大碴子、小豆
腐、杂粮煎饼、人参蜂蜜等特色美
食；欣赏草编、烙画等传统手工艺
品；“羽毛箭投壶”“击铜钱”等传统

民俗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游客
尽情体验游戏乐趣。

白山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抚松县举办
松花江龙鲤节的信息，就想着周末
过来，还真来对了，松花江风景秀
美，村民也很热情，农家饭更是地
道，打卡拍照点很多，刚才也了解
了这里的民宿，今晚准备在这住
一 晚 ，带 孩 子 感 受 一 下 乡 村 气
息。”

近年来，抚松县委、县政府在
“两山”理念引领下，紧扣“一山两
江”品牌战略，立足“山江同源”生
态优势，把松花江文化作为旅游产
业的“明珠”，精心描绘松花江旅游

“水文章”，着力推动文化资源与松
花江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
松花江旅游经济带整体吸引力和
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松花江旅游
焕发新活力。

持续提升松花江旅游经济带吸引力

抚松举办松花江龙鲤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