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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北规模领先的杏鲍菇生

产基地，位于安图县经济开发区内

的吉林益隆长白山实业有限公司目

前日产杏鲍菇30吨，带动周边农户

增收致富。今年上半年生产杏鲍菇

菌棒 1200 万棒、杏鲍菇 3000 吨，产

值近2000万元。

记者 徐文君/摄

六月的舒兰，瓜香弥漫、甜润清
凉、沁人心脾。香瓜种植户在棚中
忙碌，采摘的消费者笑语盈盈，与一
棚棚饱满香瓜交相辉映，构成一幅
动人的希望图景。

在香瓜的甜蜜背后，藏着精耕
细作与匠心栽培。舒兰市委、市政
府依托自然禀赋，转化资源优势，科
学谋划“科技赋能+品牌引领+电商
助力”的发展路径，推动香瓜产业串
点成线、连线成片，将“甜蜜事业”铺
展到广阔天地。

谋定而动 打造香瓜“金招牌”

白旗镇地处松花江冲积平原，
土壤呈沙质结构，疏松透气、排水良

好，富含有机质，是香瓜生长的“理
想土壤”。松花江水系环绕，水源洁
净、灌溉便利，为香瓜提供充足而稳
定的水分保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为“白旗镇香瓜”打下金字招牌
的根基。

近年来，白旗镇因地制宜，坚持
把香瓜产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推
动农业转型的主导产业来抓，围绕
打造“香瓜名镇”发展目标，科学谋
划、统筹布局。镇党委、镇政府多
次召开产业发展座谈会，围绕打响

“白旗镇香瓜”品牌群策群力、集
思广益，明确“品牌+科技+营销”
三位一体发展思路，通过引入高端
品种、包装定制礼盒、开展文化推
广、联合网红直播带货等多种方

式，提升品牌辨识度与市场影响
力。

以“播”带销 激活市场“新引擎”

在白旗镇岗子村瓜棚里，三脚
架、补光灯等设备一应俱全，瓜农化
身主播，把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
干成“新农活”。

“2024年，仅通过短视频和直播
销售的香瓜就创收10万元！”村党支
部书记吴奇胜兴奋地说。今年，他
带动更多村民学习短视频拍摄、直
播技巧，面向全国消费者介绍香瓜
品种、口感、管理方式，真实又接地
气，吸引大批网友下单购买。

为确保“直播火、品质稳”，吴奇

胜坚持使用苏子、黄豆等天然原料
自制有机肥，不使用膨大剂等农药，
从源头保障香瓜品质。从河南省引
进天娇、玉菇等新品种，丰富市场供
给。

以点带面“甜蜜事业”开花结果

今年，白旗镇香瓜种植面积300
亩，年产量约580吨，预计销售收入
突破1000万元。一颗香瓜，串起产
业链、鼓起农户腰包，铺展出乡村
振 兴 的 新 图 景 。 白 旗 镇 的 成 功
实践，为舒兰全市香瓜产业发展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
板。

在溪河镇双印通村，瓜农王亚

彬通过铺设地热线提高地温，有效
解决早春种植发根难问题，种出的

“八里香”“小白瓜”等品种口感出
众，供不应求。法特镇五里村借助

“地膜+小拱棚”双层覆盖保温技术，
使上市时间比常规早 20 天，抢占

“鲜”机。环城街道则通过引进新品
种、创新种植方式、推广采摘体验等
方式，推动香瓜种植从“靠天吃饭”
向“科技种瓜”转变。

从一颗香瓜出发，舒兰市以白
旗镇为点，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可复
制、可升级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
目前，全市香瓜产业正由“单点突
破”向“多点开花”迈进，走上以科技
提质、以品牌赋能、以市场引路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舒兰“甜蜜布局”香瓜产业
王健安 王迪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
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
定，国务院决定于2026年开展第四
次全国农业普查。

《通知》强调，第四次全国农
业普查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上 开 展 的 一 项 重 大 国 情 国 力 调
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 决 策 部 署 ，坚 持 依 法 普 查 、科
学 普 查 、为 民 普 查 ，坚 持 实 事 求
是 、守 正 创 新 ，全 面 摸 清 新 时 代
我 国“ 三 农 ”家 底 ，客 观 反 映 农
业 发 展 新 情 况 、乡 村 建 设 新 面
貌 、农 民 生 活 新 变 化 、农村改革
新成效。

《通知》指出，第四次全国农业
普查的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

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
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
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普查的主要
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
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
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农村居民生
活情况等。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
年12月31日24时，时期资料为2026
年年度资料。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
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

则，统筹协调，突出重点，优化方
式，创新手段，认真做好普查的宣
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普查人
员要如实搜集、报送普查资料，不
得伪造、篡改普查资料。普查对象
要按时、如实填报普查表，不得提
供不真实、不完整的普查资料或者
迟报、拒报普查资料。普查工作中
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
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不得对外提
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
的。

《通知》强调，要始终坚守数据
质量第一原则，严格执行普查方
案，加强普查指导培训，规范普查
工作流程，强化数据质量检查核
查，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
虚作假，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可信。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
量控制体系，强化普查数据质量追
溯和问责，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
普查数据的行为。采用有效技术
手段和管理措施，确保普查数据安
全。

国务院印发《通知》

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