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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冷冰 王万峰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春乍归，冰初
融，物华丰，众鸟集。当下，吉林
省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候鸟“千里逢迎、少长云集”，已
有 20 余万只候鸟来此栖息觅
食，补充给养。它们在这里早舞
朝阳、日觅食物、晚归酣眠，既有
生活物资，又有玩耍之处，还有
安稳之家，好不快乐。鸟儿与保
护区工作人员一道，共同奏响春
的旋律，绘出吉林大美生态图
景。

“截至目前，到波罗湖停歇
候鸟总数达到20余万只，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1000
多只，白枕鹤1200余只，东方白
鹳26只，丹顶鹤4只。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白额雁 1 万余只。豆
雁、绿头鸭、赤膀鸭、赤麻鸭、花
脸鸭、普通秋沙鸭 10 万多只。”
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保护科科长于立彬向记
者介绍，“接下来，保护区将迎

来候鸟迁徙高峰期，为此我们
将持续加大巡护执法力度，按
计 划 每 天 派 出 巡 护 车 辆 10
台 ，管 护 人 员 30 人 ，按 各 自
巡 护 区 域 全 天 不 间 断 巡 护 ，
有 效 减 少 人 为 干 扰 ，为 候 鸟
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农安县西部，保护区内有波
罗湖和敖宝图泡两个天然淡水
湖泊，其中波罗湖是全省第三大
泡塘，是长春市最大的闭流型淡
水湖泊和唯一
的大型天然湿
地，被誉为“长
春 之 肾 ”，对
维 护 长 春 地
区 生 态 平 衡
发 挥 着 重 要
作用。

近 年 来 ，
波罗湖保护局
强 化“ 绿 水 青
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不断完善保护措
施，加大生态保护和恢复力度，
通过河湖连通工程向波罗湖生
态补水近1亿立方米，完成退耕
还湿 500 余公顷，建设了 5 个保
护站，2 处环境监测点，30 多公
里生态围栏，保护能力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据观
测，近几年，波罗湖保护区有
5 种国家Ⅰ级保护鸟类、23 种
国家Ⅱ级保护鸟类，年停歇总
数达到 30 多万只。

波罗湖保护区

停歇候鸟总数达20余万只

为抢抓春耕

生产有利时机，

舒兰市平安镇学

明家庭农场已经

开始水稻育苗。

20 多 名 工 人 筛

土、整理育苗盘、

装底土、压实浇

水，大棚里一派

繁忙景象。

于婷 梁鑫 记

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实
习生 都傲 报道 为扎实做好
春季农资打假保供工作，切实
保障全省春耕生产农资有效
供应和质量安全，根据《吉林
省2024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
行动实施方案》工作部署，3月
26日，由省农业农村厅、长春
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吉
林省2024年备春耕农资打假
工作暨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
动”启动仪式在农安县举行。

本次活动以“放心农资进

乡村，稳粮保供促丰收”为主
题，通过集中开展新修订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
法》《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
理条例》《饲料管理条例》《省
农作物种子条例》等农业法律
法规宣传、农业技术指导等系
列宣传服务活动，大力普及农
资识假辨假、科学使用常识，
强化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守法
诚信经营意识，增强农民质量
意识和维权意识，积极营造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依法治农、兴

农、护农的舆论氛围，维护农
民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全省备
耕农资有效供应和产品质量
安全。

启动仪式现场，省农业农
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长春
市农业农村局、农安县农业农
村局等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
员现场回答群众咨询，向群
众发放各种农资法律法规，
开展农资使用宣传、农业技
术指导、受理投诉举报等服
务活动，普及群众农资识假

辨假知识。同时，农资生产
经营企业和业户代表也对
依法诚信经营进行公开承
诺。

据了解，放心农资下乡进
村活动紧密结合全省当前正
在开展的备耕工作同步展开，
活动期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将广泛开展推送农资产销信
息、推介放心品牌农资、提供
农技服务指导、加强农资监管
执法、公开农资打假典型案例
等系列活动。

我省全面启动备耕农资打假工作

3月，正值万物复苏的时节，走进
靖宇县花园口镇江沿村果蔬大棚，一
幅幅丰收的“莓”景呈现眼前。

看着大棚内络绎不绝的游客，作
为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靖宇县田园
牧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温达
喜上眉梢。2021年，温达随家人一起
到江沿村游玩时，被这里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一排排果蔬种植大棚所吸
引。在了解到江沿村毗邻抚松、靖宇
两个县城的区位优势和果蔬产业发
展优势后，他毅然决然选择来到乡村
创业，成立靖宇县田园牧歌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并与江沿村党支部达成

“村企联建”共同发展大棚产业项目
的合作意向。

为了更好地支持青年回乡创业，
2022年由花园口镇党委政府牵头，江
沿村党支部积极配合，投资102.21万
元在江沿村榆树林子屯新建面积
104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2栋，租赁给
靖宇县田园牧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起初，大棚仍旧延续江沿村的传统种
植模式，种植西红柿、黄瓜等有机蔬
菜。一次赴吉林市考察过程中，温达
发现丹东草莓深受消费者青睐，当地
开设了很多草莓采摘园，收益可观。
他看到了商机，并沉下身心学习草莓
种植技术，经历了筹资、租地、建棚、
种植的难关，最终成立了“思邈草莓
采摘园”。“目前采摘园占地 4 亩，亩
产草莓5000斤以上。由于今年我们

种植比较早，产出的草莓品质高、口
感好、甜度佳，游客来生态园内采摘
的草莓无论大小统一按30元一斤收
费，人气一直兴旺。从1月进入草莓
采摘期后，到大棚里采草莓的人就没
断过。”

致富不忘众乡亲。企业为村内
有劳动能力的村民提供务工岗位，让
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共同
增收致富。同时，通过企业分红的
模式助推江沿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村民朱艳成说：“这里离家近，工
资不低，家里的农活也不耽误，我们
都乐意来这里干活。”

作为返乡创业的排头兵，温达凭
借毅力，艰苦创业，增加了村民就业
机会，提高了村民收入，在实现自身
梦想的同时，也实现了心底那份承
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江沿村蔬菜温室大棚产业作为
一种新兴的设施农业呈现出优秀成
效，充分整合和利用区位优势、交通
优势、自然生态优势、技术优势，发展
适销对路的反季节果蔬产品，利用采
摘园的新兴模式，创造出更高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温达表示，做好农
业不是简单地挥锄头，怎样将原有土
地增值，让家乡更富裕，让土地更丰
收，是他们这一代“返乡新农人”应该
做好的。

青年回乡“巧”创业
□ 范晶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祖维晨 报道 为了更好地传
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明、
节俭、环保、安全的祭祀新风尚，使文明
祭扫成为群众的自觉追求和自发行动，
3 月 26 日，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发布清
明期间文明祭祀移风易俗倡议书。

传承文化，共度文明清明节。全省
城乡居民要积极传承清明节文化内涵，
倡导用献花、植树、网络祭奠等文明方
式祭扫，缅怀先人。避免使用封建迷信
和低俗的祭祀用品，营造健康向上的节
日氛围。通过传承逝者精神力量、传递
亲情，在缅怀追思中增强对生命的尊重
和对生活的热爱。

厚养薄葬，践行节俭清明节。全省
城乡居民要树立厚养薄葬观念，提倡老
人在世时多尽孝道，使他们安享晚年；
老人去世后，从简办丧事，不铺张浪
费。在祭祀过程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开支，做到既表达心意又节约资源，使清
明节成为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礼仪相融
合的节日。

发扬传统，体验有意义清明节。全
省城乡居民要将清明节与传承家风家
训、弘扬传统美德等相结合，组织家庭
成员一起参加扫墓、踏青等活动，增进
亲情，继承优良传统。

科学环保，守护绿色清明节。全省
城乡居民要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提倡通
过颂诗赋、写祭文、家庭追思会等形式
来寄托哀思，摒弃焚烧纸钱、燃放鞭炮
等陋习，减少空气污染。共同保护清洁
卫生、绿色生态的自然环境，还清洁明
净于清明。

安全第一，确保平安清明节。全省
城乡居民要增强安全意识，遵守祭祀场
所相关规定，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
入公共区域。加强火源管理，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确保用火安全。合理安排祭
祀时间、出行路线，避开高峰时段，减轻
交通压力，确保祭祀活动平安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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