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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吉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今日8版新闻广告热线//
0431-88600118

拓展农业强省建设新空间
——代表委员热议城乡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闫虹瑾 曲镜浔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2024年，全省粮食再获丰收，实

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播种
面积达到8780.7万亩，单产连续3年
居粮食主产省第 1 位，总产量达到
853.2亿斤，稳居全国第4位。

沃野厚土，广种多收。吉林耀
眼的“成绩单”背后，是科学有力的
掌舵领航，是众志成城的拼搏奋斗。

今年，我省如何聚焦扛稳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着力加快高水平农
业强省建设，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
的话题。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扛牢农业大
省担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
年，我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 1000 万亩，完
善建设、验收、管护机制，确保建一
亩成一亩；保护性耕作面积新增200
万亩，“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新增
100 万亩。同时，加大农机“优机优
补”“有进有出”力度，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4.7%。

“作为产粮大县的合作社，我们
要再加把劲儿，咬定目标不放松，撸

起袖子加油干。”马占有代表认为，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必须推进耕地
集中连片规模化经营，这不仅是国
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
路，更是广大农民热切期盼的事
情。今年，我省将健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带动小农户规模达到160
万户，这让他十分振奋。作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推动土
地流转，提供生产托管等服务，正是
合作社的努力方向。

种好粮，更要储好粮。保障粮
食安全既要千方百计提高粮食总产
量，也要加强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
设，提升粮食收储供应保障水平。
既要保证种粮卖得出，也要保证吃
粮买得好。

“我省在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建设高水平农业强省方面虽取
得显著成效，但省内仍有部分地区
农业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刘红霞委
员建议，要新建、改造一批现代化仓
储设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
质量安全水平。建立省内涉粮领域
多元参与、链接紧密、成果共享的

“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机
制，提高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技术
创新、装备创新、管理创新能力和转

化应用水平。加大粮食适时收割、
机械收割以及农户庭院科学储粮引
导和科普力度。

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 提高农业
综合效益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
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

攻方向，2024年，我省人参产业综合
产值突破 800 亿元，居全国首位；农
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新达产项目
314个，新增产值365亿元；肉牛屠宰
量实现翻番，由全国第 11 位跃升至
第5位；梅花鹿产业规模保持全国第
一。全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3100
亿元，增速居全国前列。

丰硕的成果源于辛勤的耕耘。
今年，我省优化资源配置，创建省级
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园区。数字农业
的发展，提高了全产业链增值收
益。肉牛屠宰量预计达到 80 万头，
人参全产业链产值达到千亿级规
模。

如何保持向好势头、做强农产
品精深加工大文章？

“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关
键。”王永军代表认为，应精准整合

资源，优化布局，以长春为核心，辐
射周边形成玉米、畜禽产品加工产
业带；在延边、通化等地多点布局，
打造人参、蓝莓等特色山珍加工集
群。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与创新驱动
力度，以涉农院所高校为依托，吸引
知名企业参与，共建农产品精深加
工研究院，聚焦高值化、功能性开展
关键技术创新。龙头企业培优与集
群联动，从财税、金融方面支持龙头
企业发展，升级智能化生产线、研发
中心，带动农户标准化生产。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

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
大空间载体。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破除我国
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
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
所在。

乡 村 美 不 美 ，关 键 看 环 境 。
2024 年，我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有序推进，深入实施“十百千万”
工程，新建宜居农房18393户。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我省今

年重要工作目标之一。
“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县’5 个、

‘百村示范’村 200 个……这些新目
标，对于要素下乡非常有吸引力。”
曹曦委员说，作为一名新农人，创业
几年来，他一直坚持三产融合发展
现代农业，鼓励当地农民土地入股
分红，并带领他们加入生态农产品
供应链系统，为更多消费者提供健
康生态多品类的优质农产品，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他建议，发挥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支持农
户成立合作社，建设家庭农场，打造
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体新模式，整合
资源，推动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
兴。

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因地制宜
探索多样化发展途径，大力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增添蓬勃动力。

“作为一名农民代表、合作社负
责人，我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让农民生
活更加红红火火。”孙民代表说，将
持续加强乡村治理，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丰富农耕农趣农味文化产品
供给，扮靓乡村“颜值”，建设更加宜
居宜业的和美乡村，让乡村更美好。

本报讯 闫玥琦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辉南
县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做足

“水”文章，瞄准特色水产养殖业，不断拓宽发
展思路，深化养殖结构调整，有效利用水域资
源，培育打造优质高效水产养殖产业，取得显
著实效。

朝阳镇辉发鱼菜共生种植养殖基地筹措
资金120万元，在小椅山水库建立澳洲蓝龙虾
繁育基地，建设3栋钢骨架塑料大棚，改造鱼
池100亩，购进100万尾公分苗开展标苗实验，
同时采取以点带面、多点联动的方式，在辉南
渔场、庆阳镇向荣村、样子哨镇等地开展澳洲
蓝龙虾养殖。

走进样子哨镇小椅山村澳蓝湾水产养殖
基地，养殖人员正在对虾塘进行测温检袋、适
应水温、加氧处理等工作，并精心为虾苗投喂
养料。为培育出适合当地养殖的龙虾品种，
工作人员学习掌握虾苗育种、虾沟开挖标准
以及蓝龙虾综合种养技术。基地从南方引进
优质虾苗，投放以后，邀请专业技术人员负责
指导虾苗培育，保证成活率。养殖基地在发
展的同时，还为当地20余名农民提供就业岗
位，让他们增加了收入。

打造冷水鱼养殖项目新模式。位于样子
哨镇邵家店村的冷水渔乡生态专业合作社引
进投资320万元，建起养殖基地。目前，养殖

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共建设标准化鱼池12
个，养殖柳根鱼、北方花鳅、鲟鱼、金鳟、三倍
体红鳟、七彩鲑、马苏马哈鱼。在养殖过程
中，合作社采用“跑道式”养殖模式——池塘
内循环流水养殖。这种养殖模式，不仅减少
了药物使用，还大大提高了水产品的安全性、
高密度养殖与高效益，全年预计比传统养殖
模式增收120万元。

唠起冷水鱼养殖新模式的优点，基地工
作人员焦国宏说：“传统的池塘养殖方式，鱼
粪、残饵等污物不能及时排出，容易滋生细
菌，污染水质，而流道养殖模式，通过模拟野
外流水环境，让具有逆水而上特性的鱼得到

充分锻炼，鱼儿练得一身‘肌肉’，使其肉质变
得紧实，口感更好。”

开展稻渔、稻蟹综合种养。楼街朝鲜族
乡龙光村依托辉南县瑰迈家庭农场投资50万
元，发展稻渔、稻蟹综合种植养殖 1000 亩，
2024年6月在稻田、沟渠投放500余斤蟹苗、3000
余斤鱼苗，9月收网后收获稻田蟹1500余斤、稻田
鱼6000余斤，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蟹和鱼的排泄物被水稻的毛细根吸收，
有利于水稻生长，这种养殖方式生产出的蟹、
鱼和水稻都是绿色生态产品，在市场上更受
欢迎，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也大大
提升了楼街稻米品质。”养殖户何小军介绍说。

做活“水文章 ”发展渔产业

辉南推动水产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图们市委宣传部、市文

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宣教中心、市

书法家协会联合开展“墨宝飘香迎

佳节”文明实践活动，为社区居民书

写对联和福字，营造浓郁的节日气

氛。 记者 侯春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