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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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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帅 报道 4 月 8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亭到榆树
市、扶余市，调研现代化大农业发
展、备春耕生产、乡村振兴等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全
国两会部署，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
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打造粮食主
产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有
效提高农业产值规模和农产品附加
值，统筹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农民增收入，全力构建体现吉林
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粮食精深加工业，是推动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
粮生化能源（榆树）有限公司，胡玉
亭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现
场研究解决存在困难。他鼓励企业

要一手抓技术改造升级，进一步提
高产能利用率和对当地经济发展贡
献度；一手抓新项目谋划实施，充分
利用土地资源，拓展产业链条，丰富
产品种类，推动更多农产品就地加
工转化增值。他指出，吉林作为粮
食大省，要深化与中粮集团等央企
合作，切实解决在吉企业诉求，在粮
食精深加工方面迈出新步伐、打造
新示范。

灿盛生化中间体（长春）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抗生素中间体生产
的外资公司，胡玉亭得知企业运行
良好、外商具有持续投资意愿，表示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鼓
励企业坚定投资信心，深耕两个市
场、不断做大做强。要持续加大技
术改造，优化生产工艺，促进节能减

排、挖潜增效，为稳外资稳外贸作出
更大贡献。在扶余鲁花浓香花生油
有限公司，胡玉亭鼓励企业立足当
地原料优势，完善企农利益联结机
制，保障农产品、食用油价格稳定，
促进企业稳中向好、农民稳定增收。

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规模化
综合利用，对我省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在山鹰纸业（吉林）有限公司，
胡玉亭详细了解秸秆原料供应转化
和企业运行情况，鼓励企业加快推
动一期项目满负荷运行，加大二、三
期项目投资力度，在安全运行、绿色
环保前提下，大幅提升我省秸秆综
合利用水平。省市有关部门要创新
政企沟通机制，主动上门为企业解
决融资、用能等实际问题，助力企业
更好发展。

一年之计在于春，胡玉亭对备
春耕工作十分关注。在榆树市五棵
树镇广隆村，胡玉亭走进天雨机械
种植专业合作社，实地察看备春耕
机械、农资准备情况，详细询问种粮
成本。他指出，要不误农时、不误农
事，抓紧做好备春耕工作，高度关注
农资价格波动，合理调控种植成本，
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强农业技
术指导，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在
史丹利化肥扶余有限公司，胡玉亭
鼓励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确保农业
用肥充足，同时结合吉林土质特点，
改良工艺配方，为农民供好肥、供足
肥。

在广隆村养老大院，胡玉亭与
老人们深入交流，详细询问老人养
老生活、收入支出、医疗保障等情

况，实地察看食堂用餐情况，祝愿老
人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他强调，
要推动乡村振兴成果惠及广大农
民，扩大农村普惠性养老覆盖范围，
做好精细化养老服务，让更多的农
村老年人就近享受到高质量养老服
务。要加快落实农民增收政策举
措，优化集体经济支出结构，确保合
理比例用于保障农民增收。

在中慧富国新型储能电站，胡
玉亭鼓励企业要平衡好成本收益，
推动项目尽早投产达效。要强化安
全意识，做好消防等工作，确保万无
一失。在吉林鹏鸿科技智能家居有
限公司，胡玉亭要求政府部门坚持
扶优育强，为企业提供更好服务，帮
助拓展市场、做大做强。

刘伟参加调研。

胡玉亭到榆树市、扶余市调研

大力培育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为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提供有力支撑

舒兰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棚膜果蔬经济，增加产业附加值，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图为溪河村村民在蔬菜大棚育苗。 李广友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张志勇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4月6日，吉林省柏仪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鲜食玉米加工项
目在热烈的氛围中正式开工。该
项目总投资4.1亿元，致力于打造
现代化鲜食玉米全产业链加工基
地。

开工现场，机器轰鸣，工程车
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干劲十
足，各项基础施工工作正有条
不紊地开展。8 万平方米的土
地上，项目蓝图正逐步变为现
实。

据了解，项目总建筑面积4.8
万平方米，将分三期建设完成。
一期计划投资2亿元，主要建设1
条玉米穗(粒)速冻隧道生产线，
并配套建设冷库、生活楼，以及完
成内部装修、道路绿化等附属设
施。这条生产线投产后，年加工
能力可达速冻玉米5000万穗、速
冻玉米粒3万吨，预计8月即可进
行试生产；二期将新增玉米粒深
加工生产线 1 条、玉米粒罐头加
工线2条、玉米汁加工线1条，专
注于生产玉米粒罐头等加工类产

品；三期则将新建鲜食玉米研发
实验室，并引入玉米粒冻干设备
线 1 条、鲜食玉米生物提取设备
生产线1条，开展叶黄素、玉米肽
等物质成分的提取。

该项目全部投产达效后，预
计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创造税
收 5000 万元，提供 600 个就业岗
位，带动农民增收2500万元。不
仅极大提升当地鲜食玉米的附加
值，延长产业链，还将助力区域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活力。

汪清：鲜食玉米加工项目火热开工

眼下，正是备耕时节，从农肥积
累到种子、化肥的选购，从技术培训
到农机检修，无论是涉农部门还是
村民都忙得热火朝天。然而在通榆
县，得益于创新的“通榆县新型农业
主体联合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方
式，不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甩手掌
柜”。

“去年，我把土地托管给当地合
作社，一公顷土地增产 4000 多斤，
按一斤 0.9 元计算，一公顷增收
3600元，我自己根本种不出这么高
产量。”良井子畜牧场职工温志刚正
在为牛添料，他称自己不太会种地，
养牛倒是有两下子。“土地托管出
去，腾出时间照顾好这 40 多头牛，
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

温志刚家里有 11 公顷土地。
每年一到春耕，他都忙得不可开交，
从购买农资、翻耕土地到播种育苗，
每一个环节都得亲力亲为，不仅耗
费大量精力，还常常因缺乏专业技
术和大型设备，导致成本高、产量
低。

近年来，通榆县积极创新生产
方式，通过“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
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方式，积极推
广实施耕、种、管、收、售为一体的土
地全程托管、环节托管服务，通过规
模化管理带动更多小农户接触新技
术、融入新模式，实现土地集约高效
利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今
年，温志刚又与当地一家颇具规模
的农业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托管协
议，将自家土地全权交给合作社打
理。

“对于小农户来说，一家一户很
难抵御市场风险，高科技的农业生
产工具他们又不会操作，土地托管
是他们增产增收的有效途径。”通榆
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会长王建福

掰着手指头，算起经济账：“原来良
井子畜牧场的村民每公顷地能收
1.1万斤左右的粮食，托管后达到2
万多斤，可多收入8000元。”

“通过这几年的托管实践，村民
都尝到了甜头，他们把土地托管出
去，自己还能打工或者从事养殖业
赚钱，土地的收益不减反增，这样的
买卖谁不干啊？”良井子畜牧场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宏说。

截至目前，通榆县新型农业主
体联合会已经组织团结乡、八面乡、
边昭镇、瞻榆镇、良井子畜牧场、双
岗鹿场等6个乡镇场的11个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托管
协议，托管面积达3.5万亩，同时购
进玉米种子 1.16 万袋、化肥 1140
吨、滴灌带1.1万捆，检修大型农机
具80台套。

2024年11月，通榆县新型农业
主体联合会还聘请专家团队，对托
管地块进行规划设计，目前已经完
成测土配肥、良种遴选、耕作方式、
农机措施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全程
参与跟踪服务和田间指导。同时，
还安装以田间气象、智墒系统为主
的智慧农业监测设备，实现了新型
农业主体的完善组织化程度与现
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夯实了今
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坚实基
础。

通榆：万象“耕”新不负春
李桂华 陈永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