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隋二
龙 石巍 徐文君 郭小宇
侯春强 报道 受高空低
涡和地面南方气旋北上
共同影响，从11 月 5 日
午后开始，我省大部出
现明显雨雪天气，并伴
有相态转换。截至 11
月6日11 时，全省平均降水量 28.8 毫米。

对此，我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电力部门
积极行动起来，提早制定相关预案，指导农户
等经营主体做好应对工作。

梨树县：入村入户，指导农户安全储粮

为有效预防雨雪天气对农户庭院储粮产
生的不良影响，梨树县提早部署、积极应对，
组织技术人员入村入户，指导农户庭院安全
储粮技术，避免出现大面积坏粮。

11月6日降雪持续，梨树县四棵树乡小郑
屯村农家的玉米已完成上楼子、码垛子、摆趟
子。雪来了，村民提前采取科学应对措施。

在小郑屯村刘文磊家中，技术人员实地
查看了玉米存储情况，根据庭院布局，帮助指
导改建科学储粮仓。同时叮嘱刘文磊要根据
气候情况及时进行翻堆倒垛，保证储粮仓的
通风性，减少霉变情况的发生，确保粮食安
全。

对于准备长期存储的自留玉米，农户在
科学指导下，提前进行码垛、晾晒或烘干等方
法降水，把玉米水分降到14%以下，然后存放
在阴凉、通风、干燥的环境中。

梨树县商务局技术人员提醒农户，庭院
存储玉米一定要坚持“离地、通风、干燥”三个
原则，避免“地趴”式堆放。用钢材、木头等坚

固材料搭配钢丝网、塑料网等材料搭建玉米
楼子或栈子，底部要离地 30 厘米以上，宽度
1.5－2米，高度不超过3米最佳。

县农业农村局园艺特产站编制《梨树县
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影响保障设施园艺安
全生产的指导意见》下发到全县园艺特产工
作群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群，通知他们做好
防范工作。同时派出3台车、11人次，到15个
棚膜园区，指导雨雪冰冻天气棚室生产安全、
蔬菜田间管理。

梨树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提前部署，
利用电视、广播、微信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天气
预警及安全储粮提示。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村

屯，指导农户、种粮
大户、合作社加快做
好选棒整理，采取上
楼子、搭栈子、码趟
子等科学储粮方式
储粮，在雨雪天气一
定要做好苫盖。雨
雪天气过后，及时清

理覆盖玉米堆、垛的积雪，进行通风晾晒，倒
堆倒垛，预防玉米发热霉变。

辉南县：提前防御，确保安全生产

辉南县农业农村局提早行动，组织相关
站所，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做好指导、防
范应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农业牧业生产不
受影响。

强化责任落实。把防范大风雨雪和强降
温天气作为当前重要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农业牧业安全生产顺利进行，保障市
场农产品、畜禽产品有效供给。

（下转07版）

提早预案 强化落实

全省各地积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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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抑嫱 报道 近日，国家
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最新一期（9
月份）全国城市综合信用指数排名，我
省的城市综合信用指数排名在全国名
列前茅，综合指数全面提升，实现历史
最好水平。

其中，长春市在36个省会及副省
级城市排名第3位，创历史新高；延边
州在 40 个地州盟排名持续保持第 1
位；7个地级市在全国261个地级市排
名全部进入全国前 100 名，综合排名
第 3 位；20 个县级市在全国 383 个县
级市中排名全部进入全国前 100 名，
综合排名第2位。

好成绩得益于持久的努力。近年
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作用，把提升全省城
市综合信用指数作为抓手，全面推进
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
公信建设。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省政
数局围绕建设智能高效、整体联动的
数字政府，突出网络化、数字化技术支
撑能力，强化基础平台建设、优化要素
指标、推动数据共享，全面提升各地区
的城市综合信用水平。

加强信用基础建设，搭建全省统
一的信用综合服务平台，打通各地各
部门数据共享渠道，归集信用数据
82.61亿条；加强信用文化建设，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诚信创造活动，培树了
一批诚信商场、诚信街区和诚信企业；
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推动政务信用信
息归集，为全省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建立信用档案3.3万
份，同时推动涉府案件执结化解，与省法院积极协作，解决
历史积案4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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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辽源市供销系
统名优特新农产品展销会暨
东辽县第五届乌苠文化节连
传佳讯，东辽县特色农业品牌

“乌苠”备受客商青睐，销售
产 品 10 万 余 元 ，吉 林 省 宾
馆、南湖宾馆等企业在签约
合作的同时，还现场拉走 50
万元乌苠系列产品，喜人的
销售业绩彰显出乌苠产业的
勃勃生机。

东辽县乌苠文化底蕴丰
厚，种植高粱、采集乌苠的历
史可追溯到清代康熙时期。

光绪年间，随着拓荒的开
始，种高粱、打乌苠的农事活
动也逐渐兴起。过去，在农村
生活过的人们，一提到乌米就
会唤起儿时有趣记忆和浓浓
乡愁。

乌苠是在高粱秸秆顶端
生长的天然真菌，含有蛋白黑
色素、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
养成分，具有营养、保健、治疗
价值，可与多种食物结合、配
伍，生产各类食品、保健品和

药品，市场前景广阔。
机遇与成功总是青睐那

些 独 具 慧 眼 的“ 追 光 者 ”。
2010 年，东辽县顺禾乌米种
植专业合作社在安石镇正式
成立，开始了培育打造乌苠产
业的求索之路。经过两年探
索试验，2012 年大面积种植
获得成功，并申报国家专利。

在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
支持下，顺禾乌米种植专业合
作社携手农户发展乌苠种植
产业，在实现互利共赢的同
时，不断发展壮大，注册成立
了金满乌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持续加大投入，以科技
手段不断延长乌苠深加工产
业链条，做好高粱种子的技术
处理、乌苠种植技术研发，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

发展乌苠产业，离不开农
村，更离不开土地。面对企业
需求，当地政府制定出台政
策，积极组织协调，支持企
业流转土地，与农户结成利
益联合体，联手发展乌苠产

业。
今年，金满乌公司确立了

“稳定产量、注重质量”发展思
路，在质量效益上做文章、求
突破。企业流转土地种植乌
苠，季节性用工 100 人，使这
些剩余劳动力增加了收入。
公司与种植户签订种植合同
1500亩，收益是种玉米的4至
6 倍，因此，农户积极性都非
常高。今年，乌苠产业预计
实现销售收入 850 万元，带
动农户 200 户，实现增收 130
万元。

经过几年发展，东辽县乌
苠产业已形成特色农业品
牌。乌苠小麦粉、乌苠孢子
粉、乌苠煎饼、乌苠麻辣面
等 系 列 产 品 闻 名 省 内 外 ，
鲜 食 乌 米 、速 冻 乌 米 等 产
品已成为群众津津乐道的
美味。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
企业与延边大学合作，对
高粱乌苠的结构、理化性
质与功能性质进行科学

分析，开展“高粱乌苠膳食纤
维改性、肠道调节作用及系列
食品开发研究”等方面的项
目；与长春中医药大学合作，
研发乌苠系列化妆品、面膜等
产品，研究健康食品的营养成
分配方及制备工艺。

科研攻关持续推进。新
耕作技术的试验、示范进一步
深化，自主研发的“高粱乌苠
种子处理配方及使用方法”
已经申请发明专利，“高粱
乌苠面粉配方”项目正有序
推进。

“乌苠作为高粱上的‘稀
罕菜’‘天然黑松露’，经过多
年实践，如今已然芳华绽放，
未来可期。我们就是希望通
过‘小乌苠’撬动‘大产业’，丰
富百姓‘大餐桌’。”金满乌公
司当家人李淑侠坚定地说，目
光投向远方。

东辽：“小乌苠”撬动“大产业”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吴连祥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
道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
于命名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的公告》，正式命名
104 个地区为第七批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珲春市位列
其中。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涵盖生态制度、生态安全、
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生
活、生态文化等六大方面，反
映了一个地区在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的成就，是目前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荣
誉。通过成功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珲春市的
城市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
度等都将得到显著提升，在
推动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人
才引进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
用。

近年来，珲春市坚定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
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先后荣获国家级卫生城
市、森林城市、园林城市、绿化
模范市、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
等多项“国字号”殊荣，入选

“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珲春入选国家第七批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