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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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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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道 近年来，伊通县着力发展数字农
业，助推乡村振兴，不断推动数字化
农业技术应用和示范，形成了支撑数
字农业发展“三个平台”载体。

测土配方施肥应用平台全国推
广。2005年，伊通县在全省率先开发
测土配方施肥手机信息系统。在
2013 年农业部组织的测土配方施肥
手机信息服务现场会上，该系统得到
认可，并在全国推广应用。目前每年
新采集、检测耕地土壤样品 1000 余
份。农户站在自家地块拨打农信通
服务热线，及时通过手机短信获得该
地块土壤养分信息和施肥指导信
息。据统计，2017-2022 年化肥用量
同比减少 5.8%。省土壤肥料总站在
该平台的基础上，开发“土肥管家”

APP，数字农业在施肥指导服务上得
到了更便捷的应用。

农业卫星大数据平台广泛应
用。该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气
象、“两区”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重
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农业、牧业等
涉农数据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数据的
互联互通。通过数据平台了解县域
种植面积及种植结构，了解种植业分
布和变化情况。通过卫星遥感技术，
实时了解农作物整体长势情况，从而
建立估产模型，预估产量。还可以了
解气候变化对各乡镇种植作物的影
响，及时发布高温、低温、干旱、暴雨
等灾害预警信息。全县畜禽养殖分
布情况数据也可以经过人工采集后，
上传至大数据云平台，直接形成畜禽
养殖分布图，直观地了解县域畜禽养

殖种类、数量和分布。
动物无害化处理数字平台方便

快捷。伊通县于2019年建成了全省
最具标准化、处理能力最强的“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2022 年被确
定为全省唯一病死猪与保险联动试
点县。依托省“动监 e 通”信息化系
统，通过平台有效监管县域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情况。

伊通县以创建“国家级率先实现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契机，以“示范
带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为目标，
重点抓好“数字水稻田园”和“智慧黄
牛养殖示范基地”的“一田园一基地”
建设，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经
营信息化、管理数字化、服务在线化，
以数字农业率先突破，带动农业现代
化水平全面提升。

伊通：数字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沃野千里绿意浓，黑土地上展
新貌。

从“守着黑土不愁粮”的连年高
产，到地力逐年下降的“黑土之殇”，
面对黑土地保护这一历史课题，作
为农业大省的我省将思考转化为行
动，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三周
年和我省“黑土地保护日”到来之
际，第三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论
坛暨第九届梨树黑土地论坛在长春
如期举办。如何保护黑土地，吉林
再次发声。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可持续发展

“黑土地肥到家，捏把泥土冒油
花，一两黑土二两油，插根筷子也发
芽。”黑土地是珍贵的土壤资源，是

“耕地中的大熊猫”，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中地位极其重要。

本届论坛由吉林省政府、中国
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
学院、中国农业银行主办，吉林省农
业农村厅、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农业银行吉
林分行承办，四平市政府、长春净月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梨树县政府、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协办，以“耕地安全与粮
食产能提升”为主题。

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现场考察
了长春市农业博览园黑土地保护与
利用实景成果展，观看了黑土地保
护利用成果宣传片，中国科学院、中
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银行、英国
皇家生物学会等专家学者对黑土
地保护进行了详细介绍，中国科
学院“黑土粮仓”先导专项发布了

《东 北 黑 土 地 保 护 与 利 用 报 告
（2022 年）》。

“这次论坛总结了‘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阶段性成果，共同探讨黑
土地保护与利用新模式，这是省委、
省政府整合、汇集国内外资源，践行
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的一
次实际行动。”吉林农业大学校长杜
锐说。

“守护好黑土地，既是我省对党
中央的庄严承诺，更是吉林人砥砺
奋进的使命担当，黑土地保护利用
工作的组织体系、法治体系、政策体
系、科技体系、监督体系日臻完善。”
省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护管理处副
处长薛大伟表示，今后，我省将继续
扎实推进黑土地保护工作，着力在
科技创新上求突破、在成果转化上

下功夫、在示范推广上抓落实，全力
支持我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守护好“黑土粮仓”，夯实国家粮
食安全根基。

三年来，我省高度重视黑土地
保护利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深度
谋划，中国科学院鼎力支持、合力攻
坚，统筹政策集成，强化试点示范，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取得可喜成
绩。

“吉林省在黑土地保护上，尤其
在保护性耕作上，这 两 年 都 达 到
3000 多万亩，在全国各省区排名
第一位。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
在政策上和整个工程配套上，都
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
姜明说。

碰撞思想火花 凝聚发展共识
如何进一步改变传统耕作方

式、调整耕作制度，防止黑土地退化，
探索行之有效的保护性耕作方式，成
为与会专家们讨论研究的问题。

作为重头戏的主旨报告和分论
坛，更是掀起高端头脑风暴，中国、
美国、德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的
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交流，中国科
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调查
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南京大学、吉
林农业大学等专家学者围绕发展种
养结合循环农业提升黑土地价值、
黑土地土壤退化诊断与评价的进展
与思考、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现状
与防治对策、黑土地一张图与智能
管控平台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学术
研讨。 （下转02版）

为黑土地保护贡献“吉林方案”
—— 第三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论坛开幕侧记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本报讯 闫红洋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丰富活跃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7月21日，第四
届安图酱文化旅游节在石门
镇开幕。

活动设置朝鲜族拔草龙
游戏环节，现场嘉宾、游客、
群众共同参与，玩得不亦乐
乎。在朝鲜族民俗文化体验
活动中，掷柶、顶瓮、投壶、背
篓、插秧等游戏活动让游客
切身体会传统民俗游戏带来
的乐趣。朝鲜族民俗运动会
现场，朝鲜族荡秋千、跳板等
民俗表演项目和摔跤比赛引
得观众阵阵叫好。游客共同
观看酱缸台告祀仪式，仪式
展现了朝鲜族酱文化的历史
价值，游客亲身体验制酱全
过程，深入了解制作流程、工
艺及朝鲜族酱的营养价值，
现场品尝精心制作的酱汤、

小鱼汤、炒米糕等“酱”主题
美食。

此外，民俗糕点、辣白菜
等民俗传统饮食，土特产品
及隋氏铁艺、张氏皮具、长白
山汤氏剪纸、根雕等非遗作
品吸引游客驻足观看了解，
文创产品、旅拍项目展示，旅
游景区推介和相关图片展示
让游客深入了解安图，感受
安图发展变化。

安图素有“长白山第一
县”的美誉，连续6年入选中
国最美县域榜单、连续两年
被评为“中国旅游发展潜力
百强县”。今年上半年，安图
县创造了接待游客 300 余万
人次的历史新高峰，被评为
全国热门小众旅游目的地、

“中国美好生活城市”十大
魅力打卡之城和“2023 避暑
旅游优选地”，为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

体验酱文化 感受酱乡情

第四届安图酱文化旅游节开幕

本报讯 王锐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应绿尽绿、宜林则林、长管
长治。柳河县不断增强抓好林长
制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在“植绿增绿、爱绿护绿、兴绿
用绿”上狠下功夫，推动林长制各
项工作落地落实。

龙岗山脉横亘柳河全境，全
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51%，被评为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县，是省重点
生态林业示范县。为了实现林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该县不断强化
网格长、巡护员队伍建设，按照制
度要求明确职责。围绕保护黑土
地、森林病虫害防治、林业行政执
法等组织开展培训，提高林管人
员的综合素质。年初以来，开展
三级林长巡林1600余人次。

建立双推进工作机制。在建
立“林长+检察长”“林长+警长”
等协作机制的基础上，明确“林
长+林业产业链长”双推进工作

机制，并依托这一工作机制，将安
口镇打造为全县林长制样板乡
镇，以“大榛子”产业为引领，带动
其他乡镇发展生态绿色产业。
2022年，全县林业总产值突破28
亿元。

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组
织开展综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
滥伐、盗伐林木和破坏林地内黑
土资源等违法行为。投资 27 万
元，建设湿地斑块保护界标 77
处。投资 510 万元，建设凉水河
子林场防火监控系统。

持续实施更新造林。扎实推
进“第三轮绿化美化吉林大地行
动”，完成人工更新造林9698亩，
完善提升村屯绿化15个。以“现
代林场”建设为切入点，打造全县
第一个森林科普馆。推进森防检
疫，采取无人机飞防措施对松材
线虫病的传播媒介昆虫进行精准
防治。

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柳河多举措确保林业生态安全

近年来，以蛟河市黄松甸镇为核心的黑木耳优势
区被评为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图为育林村黑木
耳灵芝双地标生产基地。 记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