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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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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蛟河市拉法街道海青村建起肉牛养殖合
作社，发展肉牛产业。合作社与信霖牧业打造“企业+村集
体+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走出了独具特色的致富路。

记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 丁晓云 报道 今年我省
围绕全面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 定 安 全 供 给 开 展 分 层 分 类 培
训 ，计 划 培 育 高 素 质 农 民 1.6 万
人。

今年培训重点包括：省级重点
抓好农业经理人高层次人才培育，
市州级重点抓好产业提升全产业链
综合型人才培育，县级重点抓好各
类技术技能、素质提升培训和新型
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着力提高培
育对象的生产技术技能、示范带动
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

省农业农村厅聚焦玉米大豆产
业发展及单产提升、机械化生产水

平提升、农民素质素养提升、黑土地
保护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五大专
项培训行动。

玉米单产提升培训行动计划培
训农民5000 人，在长春、四平、松原
玉米产区围绕强化高产优质耐密品
种选育、黑土地保护、秸秆还田（免
耕）、防灾减灾、节水灌溉开展玉米
高产增产技术模式应用和技术技能
培训，支持相关主体开展吨粮田建
设。

大豆单产提升培训行动计划培
训农民 1000 人，选择常年大豆播种
面积10万亩以上的县（市、区）培养
一批大豆种植能手和专业服务人

员，重点围绕粮油作物高产高油品
种选育和良法良机应用，粮豆轮作、
稻改豆相关农技农艺开展培训，加
大黑土地保护、机耕、机收指导服务
力度。

专业农机手培训行动计划培训
农民3000人，以专业农机手、农机大
户和农机合作社带头人为培训对
象，聚焦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粮
油作物耕种管收机械化作业环节，
围绕玉米及大豆高质量机播、全程
机械化、水稻机械化育插秧、保护性
耕作、高效飞防植保、机收减损等重
要机械化技术开展实操实训和作业
演练，提高机手技能水平和职业素

质，促进农机作业标准化、规范化发
展，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重点区域产业带头人培训行动
聚焦推进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
县人才振兴，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培养产业发展带头人，在
榆树市、双辽市、镇赉县、通榆县、龙
井市、和龙市、汪清县、安图县等 12
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乾安
县、公主岭市、梨树县3个全国农业
科技现代化先行共建县，每县培养
100-200名产业发展带头人。

农民综合素养提升培训行动以
行政村为单位，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方式面向小农户开展素质素养提升

试点培训。支持农民提升学历层
次，依托职业院校、农广校探索实施
高素质农民培育与职业教育贯通衔
接，全省年度内举办培训班不超过
1000个。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严格遴
选培训对象，精准认定培训机构，优
化教学资源配置，充分利用省级实
训基地开展实践教学，依托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等
专业队伍，为技术技能提升类培育
对象提供长期技术指导服务，帮助
产业发展带头人获取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项目、信贷保险等方面支
持。

围绕全面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开展分层分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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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 春 胜 报
道 风吹麦浪起，正是收
获时。我省各地的麦田
里一派繁忙景象，伴随着
联合收割机的阵阵轰鸣，
各地拉开“三夏”麦收工
作的序幕。

仲夏时节，正是小冰
麦成熟收获季，走进大安
市四棵树乡铁西村小冰
麦种植地，金黄色的麦浪
上下翻滚，麦穗颗粒饱
满，种植户抢抓晴好天
气，利用联合收割机争分
夺秒抢收小冰麦。麦田
里，联合收割机在驾驶员
的操作下穿梭于麦田之
间，收割、剥壳、脱粒，一
粒粒成熟的果实被收入

“腹中”，呈现出一派丰收
的喜人景象。据悉，今年
充足的雨水和较少的自
然灾害为小冰麦提供了
良好的生长环境，收成达
到了预期。

据铁西村党支部书
记李论介绍，今年合作社
流转土地80公顷，种植小

麦60公顷，每亩产量800
斤，可收入 1.3 万元。四
棵树乡的小冰麦属于订
单式农产品，订单回收价
格每斤1.7元左右。小冰
麦收割完成后将复种白
菜，通过复种模式，使两
茬农作物紧密衔接。四
棵树乡副乡长毕明伟说，
为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他们积极引导小麦种植
户抢抓晴好天气，科学有
序开展小麦收割。今年
全乡种植小麦7650亩，小
麦收割后，复种白菜，实
现一年两收，增加农户收
入。

据了解 ，小冰麦是
小麦中的优良品种，面筋
高、营养丰富，每年3月末
4 月初种植，7 月中旬收
获后，可复种一茬燕麦
草或白菜等作物。两茬
种植经济效益高，每公
顷收入可达 2 万余元。
目 前 ，在 我 省 白 城 地
区、松原、双辽、农安等
地均有大量种植。

我省小冰麦迎来收获季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松花江靖宇段，江面宽
阔，水流平稳，两岸山峰陡
峭，怪石高耸。近年来，靖
宇县充分发挥松花江－长
白山沿线生态旅游带节点
城市的区域文旅资源优势，
精准聚焦白山市、长白山保
护开发区两地生态文化旅
游 交 流 合 作 ，深 入 实 施

“红、绿、金、银、蓝”五色旅
游项目，大幅提升“心往长
白山·松花江上游”文旅品
牌影响力，扎实推动松花
江沿线文旅经济高质量发
展。

以红色文化为底色，开
发松花江红色旅游，建设东
北抗联特色小镇；以绿色山
水为本色，开发绿色松花江
旅游，打造 80 公里游船线
路；以金色丰收为基色，举
办年俗节、音乐节、蓝莓节
等十大节庆主题活动；以
银色冰雪为特色，将“冷资
源”打造成“热产业”，全力
谋划实施冰雪产业项目；
以蓝色体验为亮色，打造
空中旅游业态，全面开启
松花江水陆空立体旅游新
模式。

为了把松花江这一旅

游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规
划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
光体验，在白山市和长白山
保护开发区共同努力下，松
花江旅游集散服务中心落
成。通过旅游集散服务中
心将长白山的游客引流到
靖宇，体验游船观光、亲水
休闲、美食餐饮、乡村度假
等特色服务。同时带动沿
江各村屯渔业养殖、特色种
植、民宿等产业发展，推动
乡村振兴。目前，“一票”畅
游长白山、松花江旅游已形
成联动机制。与此同时，以
松江码头为起点、以映山红

广场为支点、以仁义峡为节
点的水上航线，于 2022 年 9
月正式通航运营。同年“十
一”黄金周期间，游客络绎
不绝，单日接待游客超过 1
万人。

“我们将进一步整合松
花江文旅资源、深度挖掘松
花江流域文化，持续开发建
设松花江旅游大通道。同
时把松花江旅游同乡村振
兴结合起来，打造具有靖宇
特 色 的 松 花 江 文 旅 经 济
带。”靖宇县文旅局局长赵
茜对松花江文旅产业的未
来充满信心。

“红绿金银蓝”项目精彩绽放

靖宇打造“五色”松花江文旅品牌

本报讯 韩欣妍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今年上半
年，桦甸市精准落实国家、省、市稳经济政策，加
快培育“1321”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经济运行实现稳增长：农产品加工业实现
销售收入43.2亿元，同比增长10%；规模工业实现
产值20.3亿元，同比增长10%；社零总额预计实现
14.8亿元，同比增长15.6%。

年初以来，桦甸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藏粮于
技、藏粮于地战略，组织实施保护性耕作1.13万
亩、黑土地保护秸秆碎粉还田4.5万亩，落实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 1087.67 万元，全市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达到193.71万亩。1-6月份，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销售收入43.2亿元，同比增长10%。

工业稳则经济稳，工业强则经济强。上半年，
桦甸市运用奖励资金扶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科
技创新、人才引进，成功盘活13户企业，推动企业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重点支持
白山电厂连续稳定运行，鼓励出彩农业、吉元土
产、汇金钙业等重点企业加大排产。1-6月份，规
模工业实现产值20.3亿元，同比增长10%。

服务业繁荣发展，拉动桦甸市场消费不断回
暖。上半年，组织本地企业多渠道丰富活跃线上
消费，引导出彩农业、吉元土产等传统企业积极
参与第三方电商平台促销，电商交易额实现58.36
亿元，同比增长 27.07%，其中网络零售额完成
15.98亿元，同比增长49.56%，在全省县级城市排
名第 2 位。1-6 月份，社零总额预计实现 14.8 亿
元，同比增长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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