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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黑山头镇新型职业

农民李强运用良种、良法、良肥种植

绿优水稻，所产稻米荣获国际米食味

品鉴大会中国赛区总决赛金奖。今

年他在稻田放养河蟹，实现稻蟹双丰

收，成为当地农民学习技术的示范基

地。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李红 闫虹瑾 报道 近
日，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全省农垦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
案（2023-2030 年）》，提出实施粮油
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和“农垦
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用3-5年
时间，全省农垦力争实现粮食综合
产能提升2亿斤，带动我省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提升3.2亿斤。到2030年，
实现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单产大面
积提升，垦区玉米、水稻、大豆平均
亩产分别达到 750 公斤、620 公斤、
215公斤。

此次提升行动以良种、良法为
核心，因地制宜加大高产品种、技术
模式示范，推进良种良法相配套、农
机农艺相融合，加快粮油等主要作
物成熟、可复制的高产高效技术模
式推广应用。

为促进单产水平大面积提升，
我省垦区以高产样板为引领，加强
科技创新应用，推进良种、良田、良
法、良机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示范推广高产品种。根据各垦
区气候和土壤特点，遴选推广一批
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单产潜力大、

高产抗逆强的农作物新品种，重点
推广耐密高产抗逆抗倒伏玉米品
种、高产优质水稻品种和高油高产
大豆品种。

集成应用高产技术。联合农业
科研单位和高校等单位，有针对性
地开展绿色、高效、可复制、可持续
的先进适用关键技术示范推广，重
点抓好玉米保护性耕作技术落实，
示范推广玉米“化控增密”技术，加
大水稻侧深施肥示范力度，西部垦
区大力推广玉米浅埋滴灌水肥一体
化技术。

提升农机化作业能力。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重点支持智能免
耕播种机、汽吸式精量播种机、玉米
籽粒收获机、动力换挡拖拉机、丘陵
山地玉米收获机、水稻智能有序抛
秧机和深翻、动力耙等农机装备在
垦区的推广应用，补齐我省垦区农
机短板。

强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综合
采取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溉与排
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农田输配
电等措施，加强和完善农田灌溉排
水设施和高效节水灌溉设施建设，

增强农田防灾抗灾能力。
加强农垦社会化服务。一方面

加强对本企业职工承包地的耕、
种、管、收等服务，另一方面加快推
进农垦对外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
带动地方提高单产水平和总产提
升。

到 2025 年，全省农垦力争玉米
平均亩产比 2022 年提高 12－16 公
斤，带动地方玉米平均亩产提升
8%；农垦大豆平均亩产比2022年提
高 10-20 公斤，带动地方大豆平均
亩产提升8%。

我省实施农垦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本报讯 王晓彤 金洪石
报道 金黄璀璨，颗粒饱满，开
镰收割，机器轰鸣。走进延吉
市朝阳川镇八道村稻田地，一
幅秋收农忙的风景画映入眼
帘：蓝天白云下，微风吹动稻
穗，稻田地里金色麦浪随风起
伏，随着联合收割机来回穿
梭、轰隆作响，黄澄澄金灿灿
的成熟水稻收割脱粒，很快装
满一车又一车。

又是一年丰收季，种植户
满心欢喜。今年，延吉市鼎辉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承
包了八道村 73%的水田，共
260 公顷。合作社负责人方
永春介绍，社里动用 12 台机
器，预计10天左右完成收割。

看着成片的水稻收割完
成，方永春笑意渐深。“今年产
量比去年提高了很多，预估每
公顷1.5万到1.6万斤，每公顷
产量比去年提高了1000斤左
右。”方永春说，产量提升不仅
得益于今年气温的升高，和市

里对农户提供的种植帮助也
是分不开的，农业专家现场
指导我们精准施肥，用科学
的田间管理方式助力增产
增收。

为保证秋收作业安全，助
力增产增收，农机部门多措并
举，深入各镇农机专业合作
社、农机大户开展秋季农机安
全隐患排查和农机事故应急
演练，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
并现场指导农机手维修保养
收割机，提前做好机具检修，
为秋季作业提供强大的技术
保障，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
食颗粒归仓。

2023 年，延吉市水稻种
植面积为 3.16 万亩。据延吉
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站长莫
峰介绍，从插秧到机收能够实
现全程机械化。目前，全市水
稻收割机保有量120多台，完
全可以满足今年水稻作业需
求 ，预 计 10 月 底 完 成 全 市
3.16万亩水稻收割作业。

秋高气爽丰收年

延吉开镰收割正当时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中秋
国庆假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查干
湖景区迎来旅游小高峰。据统计，

“双节”假期，查干湖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36.6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2亿余元。

“今年假期长，客人比较多，来查
干湖旅游需要提前预约。我们进一
步提高服务质量，准备新鲜鱼，让游
客吃好玩好，留下好的体验，这个小
长假收入不错。”圣湖鱼庄老板于艳

杰说。
中秋国庆假期，在查干湖旅游区

各个景点 ，餐 饮 娱 乐 店 铺 、旅 游
纪 念 品 销 售 处 人 头 攒 动 ，热 闹
非凡。

“为了给游客好的体验，我们对
查干湖景区内所有景点、宾馆、酒店、
超市等经营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努
力实现安全、有序、文明的假日文旅
工作目标。”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查干湖假期旅游收入颇丰

本报讯 陈博琳 记者 隋
二龙 报道“各就各位，出
发！”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
下，来自东丰县、东辽县的农
机手开着自己的“座驾”，冲
进东辽县白泉镇汇民农机专
业合作社的玉米地里，“秀”
起 了 收 割 技 术 ……10 月 8
日，一场“看谁更少”的比赛
正在这里热火朝天地进行，
这是辽源市举办的首届主粮
作物机收减损“大比武”现
场。

近年来，辽源市大力推
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

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
膀，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93.5%，在全省名列前
茅，农业机械化为保障全
市 粮 食 安 全 提 供 重 要 支
撑。

人努力、天帮忙，今年辽
源市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为
了不断推动农业科技的普及
和应用，提高粮食生产的科
技含量，以“比赛”促进农民
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快粮食
生产经验的传播与分享，最
大限度地做到颗粒归仓，实
现减损就是增产，减损就是

保供，辽源市农业农村局别
出心裁地举办了这次首届
主粮作物机收减损“大比
武”。

农机手收割完毕后，裁
判现场验收成绩。通过对
收割作业效率、油耗等方面
进行测算考核外，单位面积
掉粒才是 重 点 考 核 指 标 。
最终，来自东辽县的周士
恒开着他的“得力干将”取
得了第一名并获得 1000 元
奖金。“不瞒你说，之前我
们 收 割 时 想 的 都 是 快 点
干，提高效率。这次参加

‘比武’让我明白了，机收
的损失减少一些，农民的
收入就会增加一些，今后
我会更加注意，在收割作
业中把减损放在第一位。”
手里攥着奖金，周士恒十分
高兴。

主粮作物机收减损“大
比武”的同时，辽源市农业农
村局还开展了保护性耕作条
耕技术和玉米茎穗双收现场
推广演示，来自全市的农机
合作社和新型经营主体及农
机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了现场
会。

“减损就是增产、减损就是保供”

辽源举办主粮作物机收减损“大比武”

本报讯 林天天 报道 日前，第七
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在长
春市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奶头
山村农文旅融合——全产业链共致
富项目获得成长组一等奖，防空洞休
闲农业综合体项目获得初创组一等
奖。

本次大赛以“挖掘农业农村资
源 做好乡村休闲产业”为主题，旨在
搭建农村创业创新成果展示平台、励
志故事讲台、创意比拼擂台，荟萃
新农民风采、新创意灵感、新技术
成果，挖掘乡村文化的旅游价值，
提升乡村休闲旅游服务品质，激
发农村创业创新活力，选拔推介
一批优秀的创业项目和选手，为
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贡献

新力量。
大赛历时 80 余天，设初创组和

成长组同时进行，共征集到全省内近
百余个创业项目，涵盖现代种养业、
乡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服务业、文化
创意产业、农村电子商务等多个乡村
产业。

据悉，2017年至今，我省已连续
举办 7 届农村双创大赛，累计吸引
800多名选手踊跃参与，17个项目在
全国总决赛中获奖，省农业农村厅连
续4年荣获“最佳组织奖”。2021年
全国总决赛中，我省推荐的3个项目
分别获得成长组一等奖、初创组二等
奖和成长组三等奖，是闯入全国总决
赛获奖项目最多的省份之一。

第七届全省农村创业大赛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