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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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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婷婷 李双双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金秋收获时，农机显
身手。东丰县小四平镇周密组织
协调，科学调度大型玉米联合收获
机开展作业，不仅降低了种植户的
劳动强度，还大大提高了收割进
度，实现减损增效目标。

近年来，小四平镇立足资源禀
赋和区位优势，践行“科技兴农、绿
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兴农”，大
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发展畜牧
业的基础上，引导推行籽粒玉米、

青贮玉米等品种搭配种植，在稳产
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全镇粮食产
量和经济效益。

在孤山村，大型玉米联合收获
机在农田里来回穿梭，伴随着一阵
阵机械轰鸣声，一排排挺立着的玉
米植株连秆带穗被卷入机械中，几
个来回后，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
金黄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很快就装
满了运粮车。

望着满满的运粮车，三组农民
王海得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现在

玉米收割实现了‘籽粒直收’，减少
了收割和收获过程中的粮食浪费，
10亩地玉米一天就收完了，使用机
械收割效率就是高，省时省力还方
便。”

据了解，为确保秋收工作顺利
开展，小四平镇党委、镇政府全力
做好农机具调度和信息服务，统筹
好机械化采收，做好农机安全生产
检查，对农机手加强培训和现场指
导，确保秋粮丰收、农民增收，颗粒
归仓。

小四平镇机收玉米效率高

本报讯 王伟 报道 金秋十
月，我省盐碱地传喜讯，大豆单
产再创新高。10月15日，在通
榆县边昭镇哈拉道村，来自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
国农业科学院重大任务局、南
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中心等单
位的20名专家，对高油高产耐
盐碱大豆品种“中吉602”盐碱
地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亩产
达到 306.18 公斤，创造了东北
风沙盐碱地300公斤以上的高
产典型。

通榆县为半干旱气候，土
壤风沙盐碱，耕层薄、贫瘠、保
水保肥性能差，是东北典型的
盐碱区，大豆常年播种面积约
为20万亩，单产在100公斤/亩
左右。本次测产示范地为边昭
镇哈拉道村的大豆－谷子－玉
米轮作田块，“中吉 602”播种
面积 15 亩，前茬为玉米，土壤
PH值8.54－8.93，含盐量0.18-
0.25%。采用1.3米大垄，垄上6
行种植方式，保苗密度 2.0 万
株/亩。通过配套栽培措施，充
分挖掘“中吉602”在盐碱地的
产量潜力。

“中吉602”是由中国农科
院作科所优异基因资源发掘与
创新利用团队和省农科院大豆
所紧密合作，利用高产广适大
豆品种资源“黑河 43”快中子
辐射诱变，结合分子标记和油
分及产量鉴定等育成。2020
年，通过北方春大豆中熟组国
审（国 审 豆 20200024）；2022
年 ，获 植 物 新 品 种 保 护 权
（CNA20182166.2），在我省的白城、公主岭、梨
树、内蒙古的通辽、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累
计推广2万余亩。据专家介绍，针对“中吉602”
耐盐碱特性，在我省西部、内蒙古中西部中度盐
碱地配套合理密植、水肥精细化管理栽培技术
推广应用，对高油大豆扩面积提单产、盐碱地改
良和种植户增收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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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少安 柳松辰 记
者 郭小宇 报道 靖宇县坚持把
发展乡村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
要务，俯下身子抓产业，一心一
意谋项目，走出一条特色引领、
业态丰富、联农益农的产业发
展之路。

蓝莓产业突破成势。近年
来，靖宇县委、县政府认真践行

“两山”理念，强化规划引领，突
出项目带动，打造三道湖镇、濛
江乡等4个蓝莓产业重点乡镇，
全县蓝莓种植面积3.2万亩，辐
射带动94个行政村近万户农民
增收，连续举办6届的长白山寒
地蓝莓节让靖宇蓝莓供不应
求。蓝莓产业已成为全县农民
致富的“金色产业”、市场青睐
的“绿色产业”、助力发展的“朝
阳产业”。

北药资源聚优扬势。依托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靖宇先
后两次举办较大规模的长白山
道地药材交易会。目前，全县
平贝母、五味子种植量和林蛙
养殖量以及交易量在东北市场
占比不断扩大，2021至2023年，
投资 1071 万元，新增道地中药
材种植面积 1953 亩，带动 3388
户5577人增收。

龙头带动菌业起势。靖宇
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
产业发展优势，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经营
模式，带动农户种植食用菌，实
现农民、企业、政府三赢的目
标 ，带 动 农 民 致 富 。 2021 至
2023 年，共投入 757 万元，发展
食用菌种植590万袋，带动2312
户 3797 人增收。2022 年，在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指导下，靖

宇开始扩大羊肚菌产业种植规
模，计划建设10栋暖棚，实施菌
种培育、技术指导、产品回收、
产品销售标准化运营。

肉牛养殖乘风破势。深入
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依托“粮改饲”与秸
秆饲料化养殖和保险政策，积
极化解肉牛养殖市场风险。
2021 至 2022 年，投入 136 万元
发展养牛产业，带动脱贫户489
户814人养牛899头。目前，全
县脱贫户肉牛存栏量 7300 余
头，带动脱贫户2872户6602人
稳定增收。

资产收益分红扩势。靖宇
县的农产品加工业有历史、有
传统、有基础，脱贫攻坚以来，
全县共投入资产收益类项目资
金约 5.35 亿元，实施资产收益
类项目 68 个。主要以光伏电

站、第一书记直播基地项目、小
霞酸菜厂、蒲公英烘干厂等为
代表，在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共
获取资产收益并带动村集体经
济增收1.17亿元。2023年投入
整合资金 7522 万元，实施资产
收益类项目 17 个，带动脱贫人
口3546人实现增收。

农旅融合示范造势。借助
示范村创建的东风，靖宇县积
极探索通过农旅融合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的途径。利用和浙江
省湖州市合作机会，在景山镇
建设了白山·湖州现代农业合
作园。园区占地面积286亩，建
有塑料大棚127个，1843平方米
日光玻璃温室大棚1个，种植瓜
果蔬菜达 29 个品种。2023 年，
合作园在长春农博会上取得了
白山地区农产品销售第一的优
异成绩。

靖宇抓产业筑牢乡村振兴根基

本报讯 刘伟 丁明昕 金玲慧
报道 10月12日，延吉市2023年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海兰河举
行，放流鲢鱼8万尾。

活动现场，参与增殖放流的人
员把活蹦乱跳的鲢鱼有序投放。
鲢鱼主要以浮游植物为食，且成活

率高，是水生态修复的“主力军”。
延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大队长代立维说：“‘以鱼养水，
以鱼净水’的增殖放流活动有效地
补充了延吉市天然水域的渔业资
源种群数量，丰富了水生生物资
源，有利于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进

一步促进水域生态文明和渔业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

海兰河为布尔哈通河的最大
支流，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活动配合禁渔期制度实施，巩固和
扩大禁渔成果。同时，加快渔业种
群资源恢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延吉渔业资源增殖放流8万尾

在舒兰市

开原镇五滴村

的田地里，灾

后补种的秋菜

进入收获季，

数十名农民忙

碌在田间地头

采摘，预计挽

回损失 170 万

元。

记 者 徐

文君/摄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今年，桦甸市深入开展“九解一协
调”助企服务，千方百计提振企业
信心、激发企业活力，推动经济发
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良好
态势。

桦甸市针对“九解一协调”具
体工作，各牵头部门成立工作专
班，分别制定了市场、融资、协调
服务等18项具体工作方案，形成
了《桦甸市支持民营工业企业发
展若干措施》（32 条），全面派驻

“企业知心人”。
“九解一协调”工作开展以

来，桦甸助企服务平台共接收企
业有效诉求401件，办结377件，
办结率 91.5%。其中，解采购难
题10件，解市场难题175件，实现
采购金额1.43亿元；解人才劳动
力难题 89 件，达成就业意向 870
余人；解清欠难题4件，清理偿还
拖欠企业账款695万元。

在助企服务加速赛道上，桦
甸市坚持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助
推田谷有机、白云生态等企业与
吉林大学吉林市研究院、北华大
学签订产学研协议12个；邀请浙
江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院

所的专家，深入圆方机械、吉元土
产等企业，开展技术供需对接，补
齐发展技术短板。在“企业知心
人”的强力推动下，吉元土产、金
牛牧业等9户企业获认定科技型
中小企业，三润科技、盛元矿业获
认定吉林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君
泰东方、汇金钙业等 8 户企业获
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白
云生态等8户企业获认定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不仅如此，桦甸市还多次举
办银企对接会，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充足资金保障。截至目
前，已有 19 户企业解决融资难
题，达成融资意向 4.54 亿元，其
中，圆方机械、宝奇物流等 13 户
企业解决融资2.97亿元。

桦甸市还在政务服务上下足
硬功夫，坚持打造全省一流营商
环境高地。他们深入落实进驻政
务服务中心事项负面清单制度，
动态调整服务事项1691项，全部
事项实现网上可办；持续压减事
项办理时限，平均压缩 83.39%。
截至目前，政务服务中心共受理
并 办 结 各 类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678455件，办结率100%。

深入开展“九解一协调”助企服务

桦甸服务企业出真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