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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民郭伟东利用大棚培育平

菇。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技术越

来越成熟，一年可采摘 6 茬平菇，

效益可观。图为郭伟东夫妇在大

棚内整理菌棒。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3 月 23 日，吉
林市农产品加工业行
业协会成立，标志着当
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业
开始向集群式发展迈
进。

吉林市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数量位居
全 省 前 列 ，共 有 112
户，占全省的15.8%，这
些龙头企业在产业发
展水平、产品特色、科
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具
有鲜明的特点。其中，
出彩农业、老爷岭农
业、宇丰米业和兴泽食
品等一批省内乃至国
内知名企业，发展速度
和质量均位居全省第
一方阵，为我省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作出了较
大贡献。

吉林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指出，农产品加
工行业协会的成立，标
志着吉林市农产品加
工产业开始由分散经
营向集群式发展转变，
对吉林市农产品加工
产业必将产生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第一届
协会当选会长冯其永
表示，协会将以服务
会员和企业为宗旨，
构建政府与企业的沟
通平台、银行与企业
的合作平台、企业与
企业的交流平台，促
进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争取带动更多农
民致富。

由分散经营向集群式发展转变

吉林市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 王万峰 刘宏岩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3 月 27 日至 28
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在长春市
举办全省林草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工作启动会议暨培训
班。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
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总体
方案》以及《林草种苗振兴三年
行动方案（2023—2025 年）》的
重要部署要求，安排部署我省林
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保
质保量完成国家林草局下达的

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要高度认识林草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的重
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各级林
草部门、各单位要将此项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全力做好普查与收
集工作；聚焦重点任务，确保按
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普查与收
集工作。各地、各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要对普查与收集再进行深
入研究，紧扣时间节点制定切实
可行的工作措施和方案，进一步
明确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完成
时限和责任人，确保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我省林草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工作；强化责任落实，切
实为普查与收集工作提供组织
保障。各地要成立领导小组，落
实责任分工、抽调专业力量、加
强资金保障、加强工作指导、加
强安全保障，确保普查与收集工
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此次会议邀请山东省林草
种质资源中心和吉林北华大学
林学院有关专家针对《种质资源
基础知识及植物分类方法》《吉
林省重点收集林草资源识别》进
行专题授课。同时，就调查项目

的实施方案、采集入库技术和标
本采集制作技术等内容进行了
培训和现场教学，并与现场参训
人员就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
集工作中存在的疑问进行了互
动交流。会后下发培训课程视
频，巩固培训学习成效。

通过此次培训使全省普查
人员进一步理解并掌握了林草
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的任
务及技术要求，提升了业务能
力和技术水平，为我省林草种
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顺利
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我省启动林草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工作

近日，东丰县小四平镇
举办“果树新品种引进及栽
培技术”项目培训活动，特邀
省农科院资深果树专家现场
培训指导，镇村技术人员及
果农40余人参加培训。

小四平镇是闻名遐迩的
“金红苹果之乡”，也是吉林
省果树生产基地乡镇之一。
多年来，该镇依靠自身优势，
不断发展壮大苹果产业规
模，积极构建合作经营、承包
经营等多元经营形式，推动
水果产业做大做强。目前，
全镇已成立金红苹果种植协
会 1 个、种植专业合作社 8
个，发展果树种植户2200余
户，覆盖16个行政村。全镇
各类苹果种植面积达 1285

公顷，丰产期产量可达1700
万公斤，创造了可观的产值
和效益。

为了提高镇村果树技术
员和栽植户的技术水平，镇
党委、镇政府专门召开这次
果树新品种引进及栽培技术
培训会，特邀省农科院果树
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梁英海、
苹果科目研究员张冰冰、李
子科目研究员王雪松等6名
资深果树专家到会，为镇域
水果产业发展献智献策，帮
助大家提高栽植技术水平，
进而提升全镇水果品质和收
益。

会上，王雪松等专家针
对小四平镇特殊的地貌特
色，对果树品种如何选择、如

何进行科学高效栽植等课题
进行全面细致的讲解，内容
涵盖栽植品种、栽植时间、果
园选址、土肥水管理、整形修
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
等。课堂上，专家授课通俗
易懂“接地气”，学员听得入
耳入脑，知晓了主导品种和
主推技术，提升了果树栽植
管理水平，都感到受益匪
浅。

梅河村水果栽植大户李
忠贵说：“听了老师的授课，
让我们大开眼界，老师讲的
都是干货，非常接地气，我觉
得新品种既有前景，又有‘钱
景’，种植新品种势在必行。
回去后，我要对新品种进行
宣传，带动更多乡邻发展。”

为让“果香”泽鹿乡
□ 李双双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王春胜 报道
农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
丰盛的“农技大餐”，当地群
众纷纷为惠民的“春耕课
堂”点赞。这几天，我省各
地供销社组织多次“春耕课
堂”，使农户对选取优质种
子、化肥等农资产品，如何
增收节支、增产增效等方面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充分发
挥供销社助力春耕生产的
积极作用。

统筹推动“促”春耕。
省供销合作社组织成立了
春耕备耕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协调推动春耕备耕生产
各项工作。实施“双十”调
度，强化“四级联动”，夯实

“省社领导包保联系”制。
全系统 300 余支服务队下
沉到农资供应一线。

技术指导“助”春耕。
又是一年春耕时，春潮涌动
备耕忙。为全力保障春耕
农资供应需求，通化市供销
社抓住当前春季农业生产
农资需求的窗口期，全力抢
农时、备农资，促春耕、强服
务，为夺取全年农业丰收打
好基础、赢得主动。春耕备
耕，加强农技培训对农民来
说是头等大事。3月12日，
通化市供销社开展了“护航
备春耕送科技下乡”知识培
训，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研究员肖增民来到二道
江区铁厂镇，为农民进行肥
料的合理施用相关知识培
训。这几天，我省各地供销
社组织多次开展“春耕课
堂”，为农民丰产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

在通化市二道江区的
鸭园供销合作社，储备充足
的化肥、种子等农用物资一
袋袋整齐地码放着，前来采
购化肥和种子的农户络绎
不绝。“春耕备耕已经开始，
买化肥和种子的人逐渐增
多，必须保证农资品质和充
足货源。当地农民对我们
产品的质量很放心，回头客
不少。”供销合作社负责人
王宝成说。

进村入户“送”春耕。
通化市供销合作社为农服
务中心组织人员深入到行
政村，召开了种植大户农技
推广、农资定量统购座谈会

议，推广实用技术和新品
种、协议定量集中采购种子
化肥等生产资料，打通了从
农资企业到农户的“最后一
公里”。3 月初，通化市供
销社启动了系统农资旬报
制，及时掌握第一手农资供
应信息，确保全市农资供应
充足、运行稳定。截至目
前，全市供销系统已到货各
种优质化肥 3.5 万吨，其中
氮肥 1.17 万吨、磷肥 8600
吨、复合肥 9200 吨、钾肥
5500 吨，占全年总供应量
的 58%左右，已销售 5700
吨。

物资集采“保”春耕。
为确保春耕春播物资供应
需求，松原市供销合作社充
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
用，全力做好化肥冬储工
作，先后与农资企业签订了
化肥储备协议，目前，已有
多家基层合作社、乡级“三
位一体”组织与供销合作社
签订了化肥集采协议，预计
每公顷土地为农资大户节
省开支500余元。

自入春以来，省供销合
作社聚焦主责主业，为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力
做好春耕生产备战工作。
为了做好农资供应工作，扩
大农资市场份额，磐石市供
销社深入农村开展调研，详
细了解农资市场现状和当
地农民需求，对接优质农资
生产厂家，在磐石域内 14
个乡镇进行布点，在农资供
应之外，为村民免费提供3
类适宜本地种植的玉米品
种，成立良种示范片，提高
农民购买农资的积极性，同
时谋划与优质农资供应商
组建农资联盟，发挥供应
商的经营服务优势，加快
构建农资服务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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