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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泊童 闫
虹瑾 报道 2023 年，我
省各级绿色食品机构主
动作为，积极谋划，有序
推进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批准，辉南县15
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验收合格；镇赉县 18.2
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大安市41万亩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
准化生产基地和 10 万
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花生）标准化生产基地
获批进入创建期。

近年来，我省以推
动绿色优质农产品区域
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
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
和品牌化为引领，以增

强农业竞争力，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主
攻方向，坚持“政府推
进、产业化经营、相对集
中连片、适度规模发展”
的原则，按照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七大体
系”的基地建设要求，指
导各基地单位开展组织
管理体系、基础设施和
环境保护体系、生产管
理体系、投入品管理体

系、技术服务体系、监督
管理体系和产业化经营
体系建设。

截至目前，全省已
创建（建设）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22个，基地总面积达到
437.94 万亩，基地产品
产量达297.27万吨，“国
字号”绿色优质农产品
生产基地建设有了长足
发展。

我省创建全国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22个

“作为高级农技师，受到省政府
表彰的促进就业创业先进个人，我
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引领带动大家
保护好黑土地资源，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贡献力量。”腊月过半，就在
人们都忙着杀年猪、置办年货的时
候，梅河口市新型职业农民的突出
代表、农胜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徐振家仍在为保护黑土地奔
忙。

徐振家是名头脑灵活、敢想敢
干的新型农民。上世纪九十年代，
他走出家门，在打工挣钱的同时，拓
展视野，增长见识，提升能力。后
来，他又发展创收项目，赚到了“第
一桶金”。

进入鼓励全民创业时代，徐振
家决定顺势而为创新业，在各级组
织的支持下，他流转 50 亩土地办起
种植合作社，合伙经营 15 栋大棚种
植葡萄、瓜果、蔬菜。依托毗邻市区
和景区优势，建起占地700多平方米

的农旅融合田园综合体，办起了“农
家乐”项目，还引领带动乡亲办民
宿，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提供住
宿、餐饮服务。

在多元发展的同时，徐振家对
脚下的黑土地情有独钟，他深知，由
于人们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宝贵的
黑土地资源受到侵害，土壤板结、地
力不断下降，长此以往不仅土地受
损，还不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于
是，他萌发了带头保护黑土地资源
的念头。

“要想大家都保护黑土地，只有
自己先行先试，干出样子。”因此，他
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踏查调研，虚心

向业内人士求教，学习土壤改良技
术。经过比对选用土壤改良剂，在
自己的种植基地进行试验。同时，
虚心向“老把式”求教，深入挖掘传
统农家肥料精华，成功配制出“水稻
自制肥”。种植过程中，运用土壤改
良剂、施用自制肥料，采用生物杀虫
灯控制病虫害。这些“秘方”的采
用，不仅改善了土壤物理性，促进作
物吸收养分，增强植物茎秆韧性抗
倒伏，还能够促成熟提品质。经过
土壤改良的土地产出玉米颜色红
润，而普通耕地产出玉米成熟度不
够，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
两年的跟踪记录，他看到了进行土

壤改良的功效。
积累总结成熟经验后，徐振家

决定与某肥料生产企业联手协作，
依托小微企业协会，成立了土壤改
良服务中心，宣传推广土壤改良技
术。近3年来，以梅河口市为中心，
辐射东丰、柳河等地区开展土壤改
良工作。2023 年，聘请科班出身的
农技专家，深入双兴、兴华、山城镇
等乡镇，举办土壤改良技术讲座，使
众多农民认识到了土
壤改良的重要作用 。
截至目前，仅梅河口市
就推广 19 个乡镇、200
多个村，改良土壤近50

万亩，记录了 4000 多条真实回访视
频。

1月23日，记者走进徐振家种植
基地果蔬大棚，只见大棚里的生菜、
茼蒿、油菜、小白菜等长得郁郁葱
葱，鲜嫩水灵。他兴致勃勃地介绍
说，你们看棚里的菜苗长得多好，菜
地都施用了优质农家肥、土壤改良
剂，效果就是好，春节期间可以抢

“鲜”上市。
“各级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我

要尽自己的责任，发挥吉林省粮食
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的作用，继续开
展技术培训，更好地宣传推广黑土
地保护技术，让农民增产增收，把饭
碗牢牢地端在咱们自己手里。”谈起
保护黑土地资源，徐振家娓娓道来。

担当作为守护“黑土”
□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月23日，浑江区第二届“鸭绿
江·龙山湖渔猎文化节”，在白
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开幕。此
次活动是“长白山之冬”冰雪旅
游季浑江区系列活动之一，由
浑江区委、区政府，白山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浑江
区委宣传部、浑江区三道沟镇
政府、浑江区文化和旅游局承
办。

此次活动以“嬉龙湖冰雪，
赏民俗文化”为主题，充分发挥
冰雪资源优势，结合“吉地过
年，吉祥如意”过大年活动，通
过对浑江区冰雪文化、冰雪旅
游产品、冰雪特色活动的策划
与设计，展示鸭绿江渔猎文化

的独特魅力，积极完善吃、住、
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打造
浑江区特色文旅品牌，吸引更
多游客走向白山、走进浑江，为
发展冰雪经济、推动冰雪旅游
全产业链发展提供载体，开拓
旅游业新经济增长极。

本届渔猎文化节设置“赏
民俗、嬉冰雪、赶大集、品美味”
四大版块六项活动内容，以冬
捕活动为核心，以渔猎民俗文
化展演为特色，通过冬捕鱼产
品、年货大集、冰雪娱乐项目带
动旅游消费，构建多层次、多样
化、多业态的冰雪旅游产品体
系，加大文旅产品供给，助推冰
雪旅游繁荣，激发冰雪经济活
力。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破冰
捕鱼体验传统渔猎生活，感受
鱼跃人欢的冬捕乐趣；冰雪娱
乐点燃冬日激情；在非遗文创
产品展区感受文化传承的历久
弥新；品味特色美食、采购冬捕
鲜鱼、逛农产品市集、品尝江水
炖江鱼，感受“吉地过年”浓浓
的烟火气；传统的冬捕民俗表
演，古老神秘的“祭湖·醒网”仪
式讲述着跨越千年的传统，追
溯着龙山湖冬捕历史的脉络，
感受渔猎文化历史的厚重；头
鱼拍卖的现场热“雪”沸腾，领
略“年年有鱼”的丰收喜悦；冰
天雪地的焰火狂欢引爆节庆现
场。

此次冬捕活动捕鱼种类繁

多，有鲤鱼、胖头鱼、鳌花鱼、鲫
鱼、白鲢鱼、草鱼等，共计捕鱼2
千余斤，带动当地渔民销售 3
万余斤。有5家企业参与头鱼
拍卖，最终头鱼以 66666 元的
价格拍卖成功。本次活动吸引
游客4000余人，实现旅游总收
入 200 余万元，充分释放了冬
捕经济效能。

浑江区将以此为契机，依
托传统民俗文化，打造内涵丰
富的文旅品牌，全力推进冰雪
游、民俗游结合发展，不断延伸
拓展产业链条，在冰雪观光、冰
雪体验、特色民俗等多个领域
实现突破，促进冰雪产业与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努力让“冷”
资源变成“热”产业。

浑江区第二届“鸭绿江·龙山湖渔猎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 王天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1月22日，桦甸市集中签约年
加工1.5亿穗甜糯玉米、红松果生物
科技转化产业园、吉林景秦瓦业生
产加工等9个项目，项目涵盖工业、
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签约总额18.38亿元。

为了切实推动招商引资工作取
得实效，桦甸市坚持开展“走出去、
请进来”经贸活动，成立工作专班，
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开展月调度、季
评价、年考核，层层传导压实责任。
同时，他们严格落实靠前奖励、末位
约谈问责机制，全面调动全市上下
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各项任务有
计划、有步骤扎实推进。

此外，桦甸市还坚持强化对接
服务，破解企业难题，坚定了企业投
资信心。他们严格落实引资部门牵
头负责、产业链专班协同配合、要素
保障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属地配合
联动机制，逐个项目制定时间表、路
线图和推进计划，坚持阶梯式统筹
推进，推动招商引资工作赢得开门
红。

2023年，桦甸市在以旅游为先
导、工业为支撑、农业为基础的

“132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带动下，
挖掘一切积极因素扩投资、稳增长、
促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
资、招商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保持地区前列，县域考核排名位列
全省第 5 名，获评振兴发展优胜市
和争先进位优胜市。

随着未来保护区调整优化、延
长高速全线贯通，桦甸市迎来新一
轮投资开放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
化‘九解一协调’‘四位一体、五项联
保’机制，坚决做到项目前期保证代
办、承诺事项保证兑现、生产要素保
证落实、无关事项保证不扰，为企业
发展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强保
障。”桦甸市委负责人说。

本次签约企业负责人纷纷表
示，将与桦甸进一步深化合作，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做到早启动、早建
设、早投产，千方百计把企业培植
好、经营好、发展好，在带动就业、税
源供给方面释放能量，为促进桦甸
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签约总额18.38亿元

桦甸集中签约9个项目
德惠市大房身镇梨树村村民张礼德有20多年

蔬菜种植经验，他潜心钻研蔬菜种植技术，让大棚
“三种三收、四季生金”。图为工人正在将当天采
摘的饭包叶打包，按订单发货。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