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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夏，广袤的黑土地上满眼
新绿。农民辛勤耕耘，玉米苗、水稻
秧茁壮生长，为金秋又一场丰收播
下了绿色希望。

今年是我省“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的第一年，也是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起步之年，夺
取粮食丰收尤为重要。年初以来，
我省高度重视春耕生产，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多次调度部署要求、深
入产粮大县调研指导，各地抢抓气
温回暖有利时机，全力组织抢墒播
种，迅速掀起春耕高潮。

目前，全省粮食生产开局良好，
在适播期内完成春耕播种任务，实
现一次播种拿全苗、拿壮苗。截至5
月底，除部分适宜晚播作物外，粮食
作物播种基本结束，整体进度略快
于上年同期，为全年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

抢抓农时忙农事 多措并举
保春播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
春耕。春耕是农业生产工作的开头
戏、重头戏，对于取得全年农业丰收
具有关键性、决定性意义。

从春耕准备看，今年，受国家强
农惠农支持政策和玉米、水稻等主
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坚挺双重影响，
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
积极性持续高涨，全省春耕生产种、
肥、药等农资质优量足、下摆迅速，
农机具检修工作较常年提前7-10天

完成，农民培训指导有序推进。同
时，各地利用去冬今春时段，全面开
展农田灌溉井排查管护，进一步提
升了抗旱保春播能力，为春耕生产
创造有利条件。

年初，我省制定了“提单产、扩
大豆、强技术、防风险”粮食生产工
作总体目标，分解下达粮食播种面
积9000万亩以上，比上年增加323万
亩，安排部署了抓好粮食播种和大
豆油料扩种、抗旱播种、粮食单产提
升、气象为农服务、农田水利保障、
农业生产综合服务指导六项春耕生
产工作，确保一次播种拿全苗、拿壮
苗。

为充分调动农民种植大豆积极
性，我省在东北三省一区率先发布
扩种大豆政策，东部和西部地区大
豆生产者补贴亩均高于玉米 220 元
左右，中部地区大豆生产者补贴亩
均高于玉米320元左右，具体补贴标
准由各市县根据本地实际合理确定
并发布。同时，制定了《吉林省扩种
大豆油料工作方案》，优化大豆收储
和保险政策，调整省级储备结构，增
加大豆储备规模，新增一档 450 元/
亩保险，确保农民种植大豆有账算、
有收益。

为切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
作，我省出台了《科学应对气象灾害
夺取全年粮油丰收工作预案》《关于
应对复杂天气做好旱田整地及水稻
苗期管理的紧急通知》《2023年全省

“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分区
域、分作物、分灾种提出应对举措，

指导各地高质量抓好秧田管理，因
地制宜推进旱田整地，努力实现“虫
口夺粮”。

针对东中西部地区情况不同，
适时采取抗旱播种措施。对于中西
部易旱地区，统筹用好水肥一体化、
农田灌溉井、“坐水种”等技术手段；
东部地区抓住墒情较好、气温适宜
的有利时机，适时进行早播，加快播
种进度；低洼易涝和土壤过湿地块，
及时排水散墒，提高地温，确保适时
播种、不误农时。

凝 聚 多 方 合 力 ，开 展 指 导 服
务。由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牵头组
成的9个省政府农业生产综合服务
指导组，先后深入9个市（州）和梅河
口市，调研春耕生产、盐碱地治理、
秸秆离田禁烧、春灌供水保障等情
况，了解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意见。
各级组织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查墒、查种、查苗，科学研判墒情、水
情、苗情，落实抗旱措施。

截至目前，全省共落实“坐水
种”204.9万亩、播前灌128.7万亩、播
后灌1134万亩，浇灌“保苗水”399.4
万亩。

科技创新添动力 提质增效
促丰收

无人驾驶拖拉机、免耕播种机、
水稻有序抛秧机、植保无人机等多
种新型农业机械被广泛应用于今年
春耕生产中，田间地头“以机代人”，
处处透着“科技范儿”，推动农业生

产方式变革，让种田不下地成为现
实。

5月中旬，记者走进永吉县万昌
镇吴家村禾谷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看见稻田边绿油油的水稻
秧苗搭乘无人机，从育秧大棚直接
飞到田间地头；水田里农民将肥料
装进机箱，再把秧苗有序摆放，随着
一台台侧身施肥高速插秧机来回穿
梭，秧苗植入田间的同时肥料下地。

“与‘地表撒、水里扬’的传统施
肥方式不同，这台农机在插秧的同
时将肥料同步施在稻株根侧，既减
肥又壮苗，效率还是人工的 10 倍以
上。同时，无人机运输秧苗有效解
决了人工强度大、时间长等问题。”
合作社负责人王伟高兴地对记者
说，这 300 公顷地 10 天左右就完成
秧苗移栽了。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 1250
万亩，投入水稻插秧机8万多台，水
稻种植机械作业面积达98%以上，助
力水稻生产跑出“加速度”。

作为我省黑土地保护工作的发
祥地，梨树县今年全面推广使用由
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会同
四平市亿圣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联
合研发的在秸秆覆盖地表条件下完
成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多工序
一次作业的新型免耕播种机，有效
解决了土地反复整压，破坏黑土层
问题。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种粮大户李
振军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合作，农机采用“无人驾

驶”+“北斗”导航系统，根据设定好
的作业宽度、行间距自动匀速行驶，
避让动态障碍，直线定位精准度在3
厘米之内，耕种作业质量与效率超
过传统农机，处理了传统人工耕田
所带来的平整度不一的难题，最大
限度提高土地、种子利用率。

除了机械设备，先进技术更是
春耕生产的重要法宝。

在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洮南
市，玉米制种选用“小垄双行、膜下
滴灌”技术，实现种植集约化、全程
机械化、水肥一体化、管理一致化。

大安市通过机械化播撒磷石
膏，泡田三到五天，反复排水以降低
土壤盐碱度，达到水稻种植标准。
依托旱育密植、精准施肥、水分调控
等技术加持，最大限度发挥良田作
用、助力良种生长。

今年，我省筛选发布农业主导
品种105个、主推技术69项，新增推
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250 万亩，推广

“梨树模式”等保护性耕作技术面积
达到3500万亩。

“根据近期丰欠定位观测，我省
玉米保苗率达到 95.6%，同比高 0.3
个 百 分 点 ，一 二 类 苗 占 比 达 到
97.7%，同比高0.7个百分点，一类苗
占 比 83.97% ，同 比 高 5.93 个 百 分
点。”谈及作物长势，省农业农村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水稻茎数 3.4 个、
叶龄4.77片，与上年同期相当；玉米
平均株高、可见叶片数、鲜重比上年
同期分别高 2.82 厘米、0.39 片、0.43
克，明显好于上年。

为了开局丰收年
——全省春耕生产综述

□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本报讯 吉林日报记者王伟 报
道 近期，受全国肉牛市场价格波动
影响，我省肉牛价格变动较大。近
日，省肉牛办印发了《关于应对肉牛
市场价格波动促进产业稳定发展十
四条措施》，指导产业健康稳定发
展。

加快落实政策资金。加快惠企
纾困政策落实，尤其是 2021 年、
2022年省财政补贴资金，做到应补
尽补。同时，要落实好新出台的 7
个政策措施，利用好中央和省财政
专项资金、政策性奖补等资金，加大
对基础母牛引进、扩繁，肉牛良种繁
育体系等方面扶持。

推动金融政策调控。足额安排
肉牛政策性保险配套资金，满足养
殖场户肉牛保险需求，降低肉牛养
殖风险和成本。要鼓励银行、农担
公司等金融机构，及时调整金融产
品，对于贷款即将到期或已到期的，
通过适当延长放款期限、申请贴息
等方式，帮助养殖户渡过难关。同
时，鼓励降低贷款门槛和成本，扩大
贷款融资额度，进一步发挥融资贷

款在牛价下跌过程中的“稳定器”作
用。

调整结构保护产能。加快引牛
补贴政策、基础母牛扩群提质增量
等项目审核，推动补贴资金尽快到
户。指导养殖场户调整养殖结构，
淘汰低产能、使用时间长、健康状况
差的繁殖母牛，尽最大可能支持和
指导场户留存优质能繁母牛，改善
群体质量，保障产业优质产能。

降低繁改交易服务费用。鼓励
肉牛冻精生产、经营和销售单位，在
保证基本利益情况下，适当降低冻
精销售价格，满足肉牛养殖场户购
买能力。鼓励肉牛繁殖改良站点，
适当降低肉牛配种服务费，满足肉
牛养殖户配种需要。鼓励交易市场
适当降低对入市、代存及交易牛只
收费。

鼓励大项目低价入栏积蓄后
劲。加快千头以上肉牛大项目建
设，鼓励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有条件
企业，抓住机遇适时抄底入栏补栏，
购买省内高品质的犊牛和基础母牛
入栏补栏，为项目后续快速发展提

前布局。
拓展产销对接发展新业态。充

分发挥市场和政府调节作用，引领
推动养殖、屠宰加工企业拓宽肉牛
及其产品市场销售渠道，政府有关
部门要加强产销对接的组织协调，
支持企业主动拓展消费市场，推动
前端养殖和终端消费精准对接。鼓
励企业发展“生产基地+中央厨房+
餐饮门店”“生产基地+加工企业+
电商销售+社区团购”等营销方式
新业态，支持规模养殖场(户)通过
代宰加工、门店销售等形式延伸经
营链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营收效
益。

鼓励省内屠宰企业扩能降费。
鼓励规模以上屠宰加工企业释放优
势产能，对屠宰具有产地检疫证明
的省内育肥出栏肉牛且年屠宰量新
增 3000 头以上的企业予以奖励。
号召本地肉牛屠宰加工龙头企业积
极作为，适当降低代宰屠宰收费，在
肉牛市场价格出现波动时，严格履
约，优先收购合同牛、订单牛和省内
育肥牛。

倡导消费扩大本地市场需求。
引导鼓励域内餐饮、集体伙食等单
位以及熟食加工、预制菜等企业积
极消费本地牛肉产品，采取发放牛
肉消费券等方式，激发本地牛肉市
场消费活力。倡导消费本地牛肉产
品，扩增餐饮消费市场需求。

打造产业品牌扩大市场份额。
通过肉牛产业区域公共品牌联盟，
充分挖掘我省肉牛及牛肉产品的优
势，集中力量培育地方肉牛品牌，不
断提升品牌影响力，拓展阜外市场
占有率，扩大市场份额。

降低饲料饲喂及养殖成本。推
广菌酶协同、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
等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降低饲养
成本。同时，推广使用玉米秸秆、青
(黄)贮饲料等替代精料，根据肉牛
不同阶段合理搭配日粮，做到少喂
勤加，减少浪费。同时，指导企业在
建设牛舍时，量力投入，避免在建筑
上投入过多成本。

加强防疫降低疾病风险。加强
对肉牛消化道病、呼吸道疾病等常
见病、多发病防治技术推广，降低发

病率，减少治疗成本。同时，要防止
发生繁殖障碍性疾病，指导企业和
场户做好能繁母牛和犊牛饲养管理
和疫病防控，提高母牛繁殖效率和
犊牛成活率。

加强指导提高养殖水平。加强
肉牛良种繁育等技术宣传、推广和
指导，根据母牛体况，选择适宜的优
质冻精进行人工授精，科学指导母
牛各阶段营养日粮配置，生产优质
犊牛，提高养殖场户养殖质量和产
出效益。

加大走私牛肉打击力度。组织
开展市场环节专项检查，采取“零容
忍”态度，加大对走私牛肉的打击力
度，对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坚决予
以查处。

加强舆论引导与信息共享。加
强媒体宣传舆论引导作用，避免养
殖户盲目跟风出栏清栏。同时，要
拓宽养殖户掌握市场供需变化、国
内外生产情况以及政策变化等信息
渠道，引导养殖场户制订更为合理
的养殖计划和销售策略，积极应对
市场风险。

指导肉牛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省肉牛办印发十四条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