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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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至2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亭
就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到松原市
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推动重大项
目建设见行见效、提速提质，更好实
现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为吉林
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提供有力支
撑。

近年来，松原市依托绿电优势，
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领
域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接续落地了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海汭生物

科技年产1万吨非粮生物基丁醇项
目、吉林兴泰化工年产900吨丙烯腈
催化剂项目现场，胡玉亭强调，要抢
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大投资力
度、施工强度，加快设备入场调试，
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推动
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在
吉林吉润新材料年产6600吨碳纤维
热场材料项目现场，胡玉亭指出，要
围绕碳纤维及下游制品研发、制造、
销售全链条持续发力，积极拓展树
脂复合材料业务板块，推动企业不
断做大做强。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
业园项目、松原天楹风光储氢氨醇
一体化项目、中广核一汽弗迪自带

负荷配置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现
场，胡玉亭鼓励企业选准技术路径，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全负
荷生产。要积极探索“绿氢+”产业
发展新模式，加快打通“绿电—绿
氢—绿色氨醇”全链条，加大储能
项目布局力度，提高新能源消纳能
力。在吉林油田二氧化碳捕集埋
存与提高采收率开发公司生产现
场，胡玉亭指出，要加大技术创新
投入，充分回收利用温室气体，拓
展相变储能、氢能源等 CCUS 多维
产业集群，推动油田绿色低碳转
型。在松原过江管线桥项目现场，
胡玉亭强调，要创新融资模式，加

快项目施工、设备安装、管网连通，
及早实现热电联产，为群众提供优
质供热服务。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盐碱地改造
是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扛稳国家粮
食安全重任的重要抓手。在大遐畜
牧场改造提升项目现场，胡玉亭了
解到该地块经过改造，玉米单产提
高近40%，他指出，吉林农业大有可
为，要发挥好有为政府作用，主动创
设政策工具，研究商业模式，依托国
有企业、集体经济，以更大力度推广
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持续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乾安县盐碱
地综合利用试点，胡玉亭指出，要坚

持“以种适地”，大力培育推广耐盐
碱作物，采取务实管用、易于推广方
式，加快推动盐碱地改造提升，更好
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哈达山水库防护区堤防是防汛
抗洪薄弱点位，曾发生管涌、脱坡险
情。胡玉亭强调，要落实工程性举
措，加大施工力量投入，确保主汛期
前投入使用。聚焦关键部位，全面
排查整治阻滞泄洪的堵点问题，加
快修建导水槽、行洪道，强化水库
统筹调度，最大限度腾库容降水
位，防止极端情况下长时间高水位
运行。

刘伟参加调研。

胡玉亭到松原市调研

推动夏季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更好实现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

在汪清县罗子沟镇新丰
村的广袤田野上，光伏板如同
蓝色镜面整齐铺展，与远处的
青山、近处的农舍构成一幅现
代田园画卷。自 2018 年吉林
省高速公路集团将“阳光经
济”引到这里，曾经的贫困村
实现华丽转身，走出一条“板
上发电、板间生金、板下惠民”
的绿色振兴之路。

2018 年 9 月，吉高集团投
入 200 万元，在新丰村建设
194kW 光伏发电项目。项目
建设跑出“加速度”，仅两个月
便实现并网发电。这座“阳光
银行”运行至今已稳定运营多
年，每年为村集体带来近19万
元的固定收益，成为村民口中

名副其实的“绿色提款机”。
“罗子沟村气候湿润、光

照充足，发展光伏产业不仅环
保低碳，还能带来长达20年的
稳定收益。”吉高集团驻新丰
村第一书记张学群介绍，截至
2024年，该项目累计收益约80
万元，既直接提升脱贫户、监
测户的人均收入，筑牢防返贫
底线，又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注
入活力，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
重要支撑。

依托光伏产业收益，新丰
村开启了全方位的乡村建设
行动。2021年，投入3.65万元
建设野猪围栏，有效保障村民
的农业生产安全；2022 年，投
入 4 万元资金打造的果树游

园 ，为乡村增添生态景观 ；
2023年，投入近万元建设葡萄
长廊，进一步优化村内环境。
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村民
切实感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
红利。

新丰村的光伏项目不仅
是产业帮扶的典范，更是绿色
发 展 理 念 在 乡 村 的 生 动 实
践。通过将清洁能源开发与
民生改善、生态建设相结合，
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有机统一，为乡村振兴
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
道路。随着光伏产业的持续
发力，新丰村正朝着产业兴、
生态美、百姓富的目标稳步迈
进。

“阳光经济”照亮乡村发展路
——汪清县新丰村发展光伏产业走笔

张志勇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我是土生土长的吉林农民，在黑土
地上摸爬滚打大半辈子，《吉林农村
报》是我耕作之余最珍贵的“精神庄
稼”，陪伴我走过几十载春秋。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还没有普及
电视，获取外界信息主要靠收音机和报
纸。第一次接触《吉林农村报》，是在村
头的代销点。当时报纸被卷成筒，插在
货架角落，油墨香混着农资的味道。我
凑过去，看上面讲梨树县的玉米种植经
验，字里行间全是“苞米增产”“化肥咋
使”的干货，像挖到了“种地秘籍”，从此
便与这份报纸结了缘。

那时，我家承包了几亩旱田，种玉
米总犯愁。报纸上连载的“黑土地种植
问答”栏目，成了我的“救星”。有一回，
玉米苗期发黄，我急得睡不着，翻出旧
报，竟在一篇农技文章里找到答案——
土壤缺氮，要追施尿素。照做后，玉米
真的缓过劲，秋后收成多打了两麻袋。
从那以后，我把报上的农技知识抄在本
子上，施肥、灌溉、防虫，按“报上说的”
来，田里的庄稼越来越争气，家里的余
粮也一年比一年多。

《吉林农村报》不仅教种地，还让我
看到外面的“新天地”。记得有篇报道
写邻县发展木耳大棚，图文并茂讲咋建
棚、咋接种。我跑去取经，回来试着搞
了两小棚，第一年就赚了好几千块，成
了村里“敢吃螃蟹”的人。后来，报纸上
又讲农产品电商，我虽不太懂电脑，但
跟着琢磨，托在外打工的孩子帮忙开网
店，把家里的杂粮、笨鸡蛋往外卖，渐渐
跟上了“互联网 + 农业”的步子。

和编辑记者的交流，更让这份报纸
有了“温度”。有一年，我写了篇“咱农
民也盼科技下乡常来”的投稿，塞进镇
邮局的邮筒。没想到过了半
个月，接到报社打来的长途
电话，编辑李老师和我唠了
半个多小时，问村里农技需
求，还说要把我的想法反映
给相关部门。后来，报纸真
的开辟了“读者呼声”版块，
不少乡亲的建议都登了上

去，咱农民的声音，真能通过这张报传
出去、被听见。

这些年，报纸也在变。从黑白到彩
色，从单一纸媒到有了公众号、短视频，
可对我来说，它的“根”没变——始终贴
着黑土地，说咱农民的事儿。现在，我
每天晌午坐在炕头，戴着老花镜读
报，孙子在旁边刷手机看报社的直
播，老的少的，都能从这份报里找到

“养分”。
《吉林农村报》70年了，我和它的故

事，也是我和土地、和时代的故事。它
是见证者，看着咱吉林农村从“靠天吃
饭”到“科技兴农”；它是陪伴者，陪着我
从年轻力壮的庄稼汉，变成守着土地、
守着报的老把式。这报香，伴着稻香，
在黑土地上飘了一辈子，往后也会接着
飘，飘进更多新农人的梦里，飘成吉林
乡村振兴的动人注脚。

在《吉林农村报》里找“养分”
口述：纪锡洪 整理：纪彩凤

纪彩凤：山东省青岛市作家协会
理事，在《中国老年报》《家庭教育》
等媒体发表文章 30 余篇。

抚松县抚松镇马鹿村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发展适销对路的精细蔬菜。全村有

68座大棚，种植面积58亩，每年蔬菜产量１万余吨，占全县蔬菜市场约40%的份额。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