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的双辽市兴隆镇，以“红引
擎、绿革新、金产业、黑沃土”为核心
的“四色产业”矩阵，将黑土地保护、
科技赋能与农民增收紧密联结，走
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红火引擎”
燃动农民增收路

天刚蒙蒙亮，兴隆镇连丰村的
朝天椒种植基地已是一片忙碌。

村民胡金花蹲在地头查看覆膜
辣椒苗长势，火红的育苗袋映红了
她晒得发亮的脸庞：“种辣椒就像给
黑土地‘穿红妆’，去年我家6公顷辣
椒挣了32万元！”

近年来，兴隆镇根据市场需求，
积极构建“政府引导+典型示范+农
户认可”模式，大力推介三樱椒、朝
天椒等辣椒产业种植，全镇辣椒年
均种植规模稳定在150公顷以上。

今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 3400
亩。“1公顷辣椒收益抵5公顷玉米，
还能带动周边农户季节性务工，人
均增收近千元。”镇农业站站长隋立
发算了一笔账。

“绿意革新”
撬动耕作新模式

在传统“一季玉米”种植区，耕

耘村村民冯剑波的20亩冬小麦正抽
穗灌浆，小麦收割后将种植白菜。

“小麦 7 月收，白菜 10 月卖，亩产收
入从 1200 元涨到 4500 元！”这名老
把式感慨，过去觉得黑土地只能“猫
冬”，如今小麦轮作让耕地全年无
休。

农技土专家王宏举着测土仪解
释变革逻辑：“冬小麦10月播种、次
年7月收割，与玉米错峰生长，既缓
解农机紧张，又通过秸秆还田提升
地力。”

目前全镇通过推广“麦-菜”
“麦-豆”等轮作模式，试验田土壤有
机质含量年均提升 0.3%，土地利用
率提高40%。

“金豆生财”
串起花生产业链

走进常熟村3000 亩花生基地，
双英花生种业公司的施肥机正精准
作业。

“公司提供种子、技术，使农户
种植的花生品质大幅提升。”企业负
责人张英介绍，通过“企业+合作
社 + 农 户 ”模 式 ，花 生 亩 产 提 高
15%。品质提升工程让农户深度参
与企业发展和衍生品花生油、休闲
食品等10余种产品的开发之中，带
动全镇400余农户年均增收1万元。

产业链的下游延伸，既带动了
当地过境物流货车突破日均万余辆
次，也促进了晾晒场等出租企业的
接连落地，预计今年全镇花生全产
业链年产值将突破900万元。

“黑土藏金”
端稳粮食金饭碗

在刘丽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智慧
农田，北斗导航播种机划出笔直线
路，无人植保机在3米低空喷洒生物
药剂。

“秸秆全覆盖让土壤喝上‘营养
水’，蚯蚓数量比五年前多一倍！”理
事长经旭海剥开 20 厘米厚的腐殖
层，黝黑的泥土泛着油光。

今年全镇推广“梨树模式”保护
性耕作 16 万亩，覆盖 85%玉米田。
已建成两个万亩玉米高产示范区，
化肥农药使用量“双减”，亩均增产
8%。全镇粮食年产量预计将稳定在
12万吨以上。

从“靠天吃饭”到“靠技生金”，
行走在兴隆镇的田间地头，从火红
的辣椒到金黄的麦浪，从深加工的
花生到科技赋能的黑土地，“四色产
业”不仅扮亮了田野，更让农民的钱
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传统农业
正焕发新生机，黑土地上的增收故
事还在继续书写。

红引擎 绿革新 金产业 黑沃土
——聚焦兴隆镇“四色产业”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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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省水利厅深入贯彻
省委十二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坚
持规划先行，尊重规律，严防折腾，
以创新思维深化推动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推进机制改革，持续健全防洪
工程体系，优化水网布局，为全省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通
过打好防洪“三张牌”、深化投融资
改革、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省水利
基础设施综合效能显著提升，在防
汛减灾、水资源调配、生态修复等
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切实以“工
程化、项目化”推动水利高质量发
展。

防洪体系全面升级
筑牢“铜墙铁壁”

“十四五”期间，我省预计完成
水利投资 800 亿元，达到历史最高
值。纳入全国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
水利工程的中部城市引松供水、西
部河湖连通、松花江干流治理、嫩江
干流治理、月亮泡蓄滞洪区等 11 项

工程基本建成。
省水利厅始终牢记省委“防胜

于救”有关要求，坚持系统思维、底
线思维，打好“三张牌”。一是全面
加强主要江河砂基砂堤等险工治
理，松花江干流能抵御 50-100 年一
遇洪水，嫩江干流正在加快补齐莫
莫格段最后一块防洪短板，建成后
全线达到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鸭
图两江城市段和重点城镇防洪能力
达到 20-50 年一遇洪水。饮马河等
7 条主要江河还有 432 公里砂基砂
堤已纳入国家相关规划，明年启动
建设，着力提升江河堤防防洪“头
牌”作用。特别是去年，鸭绿江发生
超历史记录大洪水，临江段洪峰流
量达到 12800 立方米/秒，但在鸭绿
江堤防护岸“铜墙铁壁”防护下，实
现了人员无伤亡、堤防未决口重大
胜利；二是建成哈达山、老龙口等
129座大中型水库，充分发挥水库拦
洪削峰“王牌”作用。仅去年，全省
水库拦洪 45.5 亿立方米，二龙山水
库最大削峰率 82%，有效保护了下

游河道防洪安全；三是月亮泡蓄滞
洪区全面建成，蓄滞洪能力超过 21
亿立方米，是嫩江分洪保护下游松
花江干流的“底牌”。

重大工程加速推进
水网格局持续优化

我省通过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
改革、提级成立省级法人、提级管控
工程建设质量等措施，全力加强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持续优化水网工
程布局和水土匹配格局。

在“谋项目”上，创新运用“两库
两单”机制，以“工程化、项目化”理
念，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历史
使命，以及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共谋划砂基砂堤治理等重大水
利项目 52 项，匡算投资 4500 亿元。
同步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形成

“储备一批、转化一批、成熟一批、启
动一批”的良好格局。

在“建工程”上，通过构建“两纵
五横”全域水网，建成了一大批水网

骨干工程。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
顺利投入运行，年均引水 8.98 亿立
方米,保障长春、四平、辽源等中部
城市群用水需求，特别是为长春现
代化都市圈建设提供更加充足水源
保障。中西部供水工程是我省史上
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匡算投
资近 720 亿元，建成后，年均向中西
部地区调水 10 亿立方米，有效缓解
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局面。一期工
程已于 2024 年 4 月全面启动建设，
二期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可研立项等
前期工作。中西部供水工程二期建
成后将沿途向辽源、四平、白城等 7
个地区的 12 个市县、117 个乡镇供
水，新增水田面积 44 万亩，并向 177

万亩中低产田供水。查干湖水生态
修复 7 个工程全部建成，打通松花
江、嫩江、查干湖水力循环通道，查
干湖水质持续稳定向好。白城市盐
碱地综合改造利用项目建成后将新
增耕地面积 30 万亩，为进一步夯实
吉林粮食“压舱石”地位作出积极贡
献。

聚焦“补网强网”，全力服务振
兴发展，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
李志安表示，下一步将围绕“补网、
联网、强网”目标，持续完善全域水
网体系，进一步推动水利高质量发
展，保障全省水安全，奋力推动吉林
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
得新突破。

防洪标准全面提升 水网格局持续优化
——我省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李洋 张晓龙 报道 作为东北
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布局，由中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船风电通榆产
业园一期项目，5 月 6 日投产运营以来，
以其强大的产业带动力，成为激活东北
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区域绿色转型的新
引擎。

走进产业园，现代化厂房整齐排
列，宽敞明亮的主机总装车间内，工人在
各自岗位上熟练操作，全神贯注地对机舱
系统、变桨系统、偏航系统等风力发电机
组核心部件开展精密装配作业，这些经
严格工艺制造的核心部件，将应用于中
船海装生产的 10MW 及以上陆上风力发
电机组。凭借先进的技术与稳定可靠的
性能，这些机组能够高效捕捉通榆县丰
富的风能资源，将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
绿色电力，为清洁能源供应筑牢坚实屏
障。

产业园一期项目占地约 3.5 万平
方米。目前，该项目已成功斩获 30 台套
10MW 陆上风力发电机组订单。在满产
状 态 下 ，产 业 园 每 月 可 产 出 15 台 套
10MW 以上风力发电机组，预计年产值
将突破 10 亿元，不仅为东北地区新能源
项目提供核心装备支撑，还将创造 100
余个就业岗位，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
同发展，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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