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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春光不负春光 万象万象““耕耕””新新

“胡老师，成熟期126天的品种，
啥时候可以播种？”

“胡老师，我是梨树县的，这几
天我们能播种吗？

“胡老师，苗发红是啥原因？”
……
4月20日，吉林农业大学教授胡

文河原定一个小时的玉米保全苗技
术直播，最后直播两个多小时才结
束。

直播在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民
乐村进行，是胡文河“玉米单产提升
系列讲座”其中一场。胡文河告诉
记者，这几天他在民乐村春峰种植
专业合作社指导玉米播种，有很多
农民给他发信息、打电话，询问玉米
种植相关问题，于是他决定在地头
开场直播，可以更方便、更直观地指
导农民进行春耕生产。“春耕播种就
几天时间，我利用直播间，可以让更
多的农民朋友了解自家地到底怎么
种更合理、更高效、更高产。”胡文河
说。

直播一开始在春峰种植专业合

作社备种室内，胡文河开场就讲解
提高玉米单产的四个注意事项。“第
一要选好品种。没有好的种子，不
可能高产；第二要科学合理施肥，大
家要清楚，每产生1000 公斤玉米籽
粒，需要多少氮、磷、钾、铁、锰、锌；
第三要掌握先进的栽培技术。要做
到标准化和规范化整地，科学化播
种保苗，标准化病虫害防治，秋天适
时收获，从种到收都需要高产栽培
技术跟进；第四要加强管理。俗话
说三分种七分管，我们很多村民种
完地、打完药就不管了，这不可能实
现高产。我有这样一个观点，一块
地能打多少斤粮食，那得看在地上

留下多少脚印。”
胡文河接地气的话语，瞬间引

爆直播间。他从玉米种子选取、包
衣、是否晾晒到化肥如何使用、底肥
配比讲解，期间还不时回答网友的
提问。

“成熟期长的品种，我建议可以
早点播种。”

“根据梨树的天气情况，这几天
可以播种。”

……
随后，胡文河来到春峰种植专

业合作社春耕播种现场，就实际操
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农民播种时
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讲解。

“这个地温计，用来测地温很方
便，特别是种粮大户可以使用地温
计，对精准出苗能够起到比较好的
保障。”

胡文河又挖开播种机刚刚种完
的一块地，查看种子播种间距情
况。“玉米想要高产，种植密度很关
键，合理地密植能够有效提高亩产，
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两个半小时的直播，在玉米播
种现场和网友的感谢声中结束。

民乐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峰告诉
记者：“近年来，民乐村加强与吉林
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吉林大学的
合作关系，大力应用水肥一体化、秸

秆全量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
生产技术，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胡教授这几年经常
来村里指导玉米生产，我们能有这
么好的收成，全靠专家给予的技术
帮扶。”

吉林农大科技推广与社会服务
中心尹洪多介绍，年初，吉林农业大
学与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教
育厅、省广播电视台、吉林农村报等
单位联合组建“2024 年备春耕生产
综合服务专家团”，组织300多名实
践经验丰富的农业专家深入农家课
堂、科技小院、涉农企业、田间地头，
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指导工作。目
前，专家足迹遍布全省9个市（州）、
50 余个乡镇的近百个村屯，累计培
训人数近万人，有效助力农业生产
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今年我们和吉林农业大学签
订了框架合作协议，希望能有更多
种 植 养 殖 方 面 的 专 家 来 到 民 乐
村，帮我们增收致富。”张志峰兴
奋地说。

开在田间地头的直播间
□ 本报记者 郭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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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小宇/摄

本报讯 刘 瑾 璇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正值备
耕关键时期，为保障全年
粮食丰收，梨树县梨树镇
多措并举助力农业生产
开好头、起好步，全力护
航春耕生产。

围绕“农业+产业”模
式，协调统筹备春耕，坚
持离田优先。建立秸秆
离田工作台账，对应离田
但尚未离田的地块进行
调查统计，逐一地块明确
机械离田、人工离田等具
体秸秆处置形式，对暂时
无法完成离田的地块进
行全面统计，测算日离田
量，统筹调配秸秆离田作
业农机具 70 余台，采用

“人歇机不歇”的作业方
法，目前已全部离田。

延长产业链条。离
田后的秸秆80%作为“饲
草包”发往内蒙古等地
区，每公顷预计增加农民
收入 1000 元。依托秸秆
变肉工程项目，多措并举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梨
树镇目前存栏肉牛2.7万
头，通过与养殖户沟通，
留存饲料部分由养殖户
做好离田工作，通过种养
结合的方式逐渐形成良
性的生态循环，串起了一
条资源节约、低碳环保、
农民增收的“绿色产业
链”。

围绕“理论+实践”模
式，把脉开方助生产，充
电赋能夯基础。结合春
耕生产实际，制定农业生
产计划，充分运用村部党
员活动室“阵地课堂”和
农业产业基地、田间地

头、农家小院等“田间课
堂”，不限时长、不拘地
点，多渠道、近距离地将
政策资讯传达到街头巷
尾、田间地头。精准施教
增本领。组织农技专家
围绕“米豆间作”种植技
术、“梨树模式”保护性耕
作、特色产业种植等农业
生产技术，深入田间地
头，与农户面对面指导、
手把手示范、心贴心服
务，把田间地头变成培
训一线、实训基地，为春
耕生产提供了优质高效
的 人 才 服 务 和 智 力 保
障。

围绕“宣讲+排查”模
式，排除隐患保安全。做
好宣传教育，强化安全意
识。充分利用微信群等
方式，加强农机安全生产
相关工作宣传力度。同
时，深入群众家中、田间
地头，通过发放宣传页的
方式，发放农作物种植技
术宣传单、宣传册，提醒
农户在备耕生产中要重
点把握好选种、选肥关，
确保适时种植。做实农
机排查，筑牢安全防线。
镇党委协调农机技术专
家积极引导和帮助种植
户全面开展农机具检修
工作，确保农业生产不脱
节、环环相扣，以最佳的
状态投入工作之中，为备
耕按下“加速键”，为秋收
提供坚实的机械保障。
截至目前，梨树镇免耕播
种机达 180 余台，各项农
机具保养达95％以上，全
力保障春耕作业机械需
求。

梨树镇

“3＋”模式蓄力春耕

基地面积20公顷，高科技
日光温室14栋，有机肥试验田
10公顷；

流转土地50公顷，种植绿
色有机水稻 20 公顷、黏玉米
10公顷、小麦10公顷、大豆10
公顷；

养殖生猪 1086 头、蛋鸡
3280只、白鹅2120只；

2023 年 销 售 额 7062 万
元，获得吉林省高素质农民称
号。

这是伊通满族自治县“90
后”海归李梓源2023年交出的
田园“答卷”。对于这份“答
卷”，她说，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乡 村 振 兴 ，关 键 在 人 。
2017年，李梓源从伦敦大学皇
家霍洛威学院毕业；2018 年
前，她是海归学霸，现在的她
是“新农人”。从海归到“新农

人”，她依靠新技术、新理念、
新思维发展农业，带领村民致
富。

“当时在国外读书时我接
触到一些国外的农业模式，国
外农场几个人能管理几千亩
的农场，所以我就想带领乡亲

们做高效、生态的农场，提高
村民的收入。”带着这种质朴
的想法，李梓源回到家乡。

某种意义上，李梓源是
“创二代”，因为她的父母本身
就是敢闯敢拼的“新农人”。
作为伊通满族自治县嘉悦生

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李梓源负责整体运营
管理，制定公司经营目标、发
展计划、发展技术创新、项目
开发、创建品牌等工作。

4月21日，走进嘉悦生态
农业公司的蔬菜大棚，一垄垄
黄瓜挂满藤蔓枝头，一朵朵黄
花点缀其间，翠绿诱人、清香
扑鼻，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的
农产品？”

“对产品的认可来源于对
园区管理方式，我们采用传统
方式种养，施用有机肥，保留
作物原有营养。”李梓源向记
者介绍。 （下转02版）

“90后”海归学霸变身“新农人”
□ 本报记者 侯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