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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校对 王国成

春风拂面，沃野待耕，又是一年备耕时。
勤劳的吉林人民，不负好春光，春耕备

耕忙，努力用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描绘现代
化大农业的新图景。

老农人的“新农具”
清晨，阳光洒在广袤田野上，空气中弥

漫着泥土的芬芳。
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花家村的村民们

早已忙碌起来。
“今年春耕，我有‘秘密武器’！”
刘金宝是远近闻名的“种田能手”，他口

中的“秘密武器”含金量十足。
“以前备耕，全靠人力，累得腰酸背

痛。现在有了这些‘新农具’，省时又省
力！”刘金宝一边调试着新购置的无人机，
一边笑着说，“这台无人机不仅可以精准喷
洒农药，还能将育好的秧苗空运至田间，彻
底‘解放双手’。”

今年，他的“新农具”成了备春耕的
主角。

在他的农具房里，翻地机、育苗播种机、
插秧机等整齐地排列着。“从翻地到插秧，现
在啥环节都能依靠智能机械！这个自动化
育苗设备播撒出的种子深浅一致，行距也统
一，出苗更加整齐，苗的质量也好！”

说起“高科技”机械，刘金宝滔滔不绝，
“有了这些家伙什儿，现在不仅漏播重播率
低，还不伤苗，一天大约能完成 7000 个秧
盘，育6公顷地的苗，效率比人工高多了。”

“现在种地也得靠科技，咱不能掉队！”
说这话的，是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董事长韩凤香。
“为了升级换代，今年合作社新购进了

1台旋耕机和2台收割机，这款新型旋耕设
备整地十分轻便，而且还特别省油，能够大
大提高作业效率。”韩凤香说起到货不久的
新农机设备，语气里难掩自豪。

据她介绍，今年合作社共集约经营土地
1000 公顷，全部实施梨树模式保护性技术
耕作，目前拥有播种机、收割机、喷洒农药的
无人机等大型农机具76台套，80名农机手
全部接受了操作技术和安全培训，基本上掌
握了新型农机驾驶技术和维修、保养等多种
技能。

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农机检修小分队正
逐户走访，发现问题立即调试。像这样的流
动服务队在延边州有40多支，“蛰伏”了一
冬的农机纷纷“出库”，在保养、检修、加油、
升级的忙碌节奏中焕发新生。

连日来，梅河口市杏岭镇里的农机维修
站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技术人
员穿梭在各类农机之间，为前来求助的农户

答疑解惑、维修故障。
维修站孙向阳师傅一边忙着更换一台

播种机的齿轮，一边介绍道：“现在农机越来
越先进、越来越智能，咱不仅要修好硬件，还
得帮农户们把智能操控系统调好，确保播种
施肥精准到位，为丰收打好基础。”

如今，越来越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老农”转变成农业机械操控手，使生产、生
活大变样。

乘上科技的东风，他们底气十足：“有了
这些‘好帮手’，今年的丰收更有盼头！”

小秧苗的大前景
春分时节，寒意尚未完全褪去。
踏入洮南市黑水镇黑水西瓜产业园，一

排排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推开大门，浓郁绿
意扑面而来，洋溢着勃勃生机。

此刻的西瓜种植户们正全身心投入到
大棚西瓜的育苗、嫁接及移栽等备耕工作
中。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挖穴、放苗、
浇水，优质的西瓜苗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
被规整地移栽到1200平方米的大棚中。

“今年我包了三个大棚，一个大棚能栽
苗1500棵左右，大概两三个小时能搞定，到
六月初就能收获了。”看着快要移栽完成的
瓜苗，黑水镇黑水村瓜农高鹏飞眼中满是希
望，言语间难掩内心的喜悦。

为了让西瓜提前上市，抢占市场空白
期。2月以来，黑水镇就已经紧锣密鼓地掀
起了西瓜育苗热潮。

在这乍暖还寒的时节，如何克服季节与
气候的限制呢？

瓜农们的智慧令人赞叹。
他们创新采用地下铺设电热丝技术，如

同给大地贴上“暖宝宝”，实现精准控温，为
西瓜根系打造温暖稳定的生长环境。有了
这项技术的加持，西瓜育苗工作可提前1到
2个月。瓜农在移栽前25—30天开始育苗，
育苗成活率高达98%。

与此同时，移栽技术也实现了质的飞
跃。从过去地趴式种植每棚仅800株，到后
来吊蔓技术的2400 株，再到今年密植技术
的3200株，土地潜能实现深度挖掘的同时，
瓜农们收入也大幅上升，每棚第一茬收入就
可达10万元左右。

“我们将不断探索高效、环保的种植模
式，引领瓜农步入更加宽广的‘甜蜜事业’之
路。”洮南市黑水镇副镇长赵琪信心满怀。

初春时节，白山市浑江区红土崖镇春雨
大地农资直销处里，一袋袋化肥整齐摆放，
各类种子码放有序。村民们一边询问种子
化肥的品种，一边比较着价格，好不热闹。

“春节前，我们采购的农资、复合肥已经

全部入库，足够春耕使用。年后的销售已经
进行了三分之二，很多种粮大户已经采购完
毕。”直销处经理丁焕斌说。

春风掠过，小小的种子承载着农民丰
收的希望，等着在田野间破土发芽，茁壮
成长。

黑土地上看“共生”
3月的吉林查干湖冰凌未消，松嫩平原

的沃土却早已悄然“苏醒”。
作为我省西部粮食主产区的“排头兵”，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依托，掀起备春耕热潮。

从“田成方、渠相通”的高标准农田到蟹
稻共生的循环农业，从黑土地保护到智慧农
机驰骋，这片黑土地正以“高标准”书写春耕
新答卷。

“稻田蟹不仅能为田地松土，其粪便还
能作为水稻生长的天然肥料，减少了化肥农
药的使用量。而成熟的河蟹将在中秋节前
后上市，又有不菲的收入。”白依拉嘎乡韩家
店村村民孙恒涛开心地告诉记者，他家的水
田这几年稻蟹共生，效益可观。

近年来，前郭县积极探索新发展模式，
建设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引进“稻蟹共生”
种养新模式，通过稻养蟹、蟹育稻，形成一水
两用、一地双收的绿色生态农业模式。

“今年，我们将大力发展稻渔稻蟹等绿
色健康养殖产业，通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推
广，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一水多用、一田
双收、粮渔共赢’的农民增收致富新渠道。”
前郭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长山镇四克基村，5台大型条耕机正
沿着 4 米宽的混凝土路驶入玉米田地内。

“以前道路坑洼不平，一到开春化冻，机械一
不小心就会陷到泥里，现在一路开到地头！”
种粮大户杨义轻点油门，农机在崭新道路上
驰骋。

去年底，前郭县投入9.34亿元国债资金
新建高标准农田37万亩，修建田间道路近
500公里，目前这些田间道路工程已全部移
交村集体使用。随着春耕进入关键期，这些
纵横于田间的机耕道路发挥出其应有的作
用，实现了农机直达作业，让曾经制约农业
生产的“泥巴路”变身“丰收快车道”，承载着
农机、农资与希望疾驰在沃野之上。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希望的开
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持续扶
持，我省的农业生产正向着更加智能化、绿
色化的方向迈进，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贡献吉林力量。（记者 张雅静
尹雪 冯荟羽 王欣欣 王耀辉 代黎黎 袁
松年 金泽文）

从智能温室里培育的早熟秧苗，到无人机成为备春耕的重要装备；从科学规划的土地
轮作制度，到新技术指导下的精准农业实践……随着新一年农业生产大幕开启，吉林大地
上，土地与作物的故事，正翻开崭新续章——

备耕一线探新景
吉林日报记者

西湖湿地公园 全媒体记者 高强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雪）
春风送暖意，项目满弓弦。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锚定推动粮食流
通领域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谋划储
备优质粮食工程、粮机设备更新
等项目 26 个，预计总投资 5.4 亿
元。推进粮食收购企业技术升
级，助力优质粮油加工企业壮大，
加大粮食精细加工企业培育，加
速推进玉米水稻产业集群建设。

向“新”规划，促转型。该局
依托优质粮食工程、粮机设备更
新政策，区分重点、明确先后、列
出梯队，一个项目一个措施，谋划
粮食收储机械设备、仓储设施设
备改造项目；依托经开区绿色食
品加工创业孵化园二期建设，引
进消费品包装企业，推进龙湖米
业、凤姐初粮等企业设备更新和
生产线建设，推进“南粮北储”工
作，着力提升绿色仓储、智慧仓
储、产品创新和精细加工能力。

向“新”赋能，挖潜能。该局

紧盯粮食产业链关键节点，引进
粮食加工、生产和供应链等头部
企业，壮大粮食产业经济体量，培
育龙头企业。推进“十月稻田双
品牌”建设，提升企业产销量；助
力年加工 5 万吨大豆及黑豆压榨
精炼包装设备建设，扩产能、提工
艺；推进长颗粒水稻加工成套生
产线大米加工设备升级改造项
目，提升绿色生态大米产能。

该局还制定了“粮食和物资
储备领域政策申报图解”，企业申
报项目看了就懂、照着能做；组织
辅导培训，精准指导企业申报项
目，助力企业扩产能、促技改。在
吉林省凤姐初粮食品有限公司车
间内，生产车间改造项目正在紧
锣密鼓施工，工人们正在对现有
车间进行改造，为玉米发糕、玉米
水饺等产品生产线安装作准备。
生产设备改造完成后，玉米饺子
粉生产线日产量提升到 20 吨，增
幅 4 倍；玉米黄金米生产线日产
量提升到 10 吨，增幅 5 倍；玉米面

条生产线日产量提升到 20 吨，增
幅4倍。

向“新”聚力，促振兴。该局
紧盯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
工，延伸产品链，提升价值链，推
动粮食产业振兴。推进鲜谷食品
鲜食玉米功能型大碴粥生产线及
配套建设、晟然食品鲜食玉米生
产线建设、“金沙河集团与鲜谷食
品”鲜食玉米生产线建设等，落地
鲜榨玉米汁等玉米精细加工企
业，打造本地明星粮食企业，做足
做活“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推
进玉米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构建
玉米主食化优质产品供给体系。

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平市
鲜谷食品有限公司预计新增鲜食
玉米功能型大碴粥生产线1条、速
冻玉米生产线4条、7800平方米恒
温库3栋，鲜食玉米秸秆青储饲料
设备生产线6套，鲜食玉米产能提
升到7000万穗，增幅40%。

市粮储局将注重全链提升，采
取“一企一策”措施，手把手指导、
面对面帮扶，积极争取优质粮食工
程项目等政策资金，推进优质粮食
企业精细加工项目建设，做足做活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文章，促
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市粮储局：创新驱动粮食流通项目向精细延伸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莹）4月
1日，市政协召开“抢抓国家财政货
币政策调整重大机遇，抢占资金争
取新赛道”专题协商会议。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德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主席侯川出席会议。

陈德明代表市政府对市政协
长期以来给予政府工作的关心支
持和为四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对建言报告
和专家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他
指出，市政协召开的“抢抓国家财
政货币调整重大机遇，抢占资金
争取新赛道”专题协商会议，选题
精准、准备充分、召开及时，对于
正处在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四平
而言，意义非凡。要提高认识，增
强资金争取的紧迫感与危机感，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要抢抓机遇，将资金
争取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紧盯

政策动向，提升使命感与行动力，
确保政策红利在四平落地生根、
发挥最大效能。

陈德明强调，要聚焦政策，锚
定资金争取的靶心与路径，建立
常态化沟通渠道，依据政策动态
及时调整项目谋划方向，针对发
展所向、民生所需，定期梳理符合
我市的政策清单，制定相关政策
申报图解，引导企业、基层单位精
准谋划项目，切实提高资金争取
的成功率。要深耕项目，筑牢资
金争取的根基与保障，持续关注
国家信息，加快谋划包装一批成
熟度高、前期工作扎实的政府投
资项目。要联动协作，汇聚资金
争取的合力与优势，积极学习兄
弟市（州）、兄弟县市的申报经验，
确保项目应报尽报、能争尽争。
要多措并举，化解资金争取的风
险与阻碍，为资金争取创造良好

条件，推动全市经济健康稳定发
展。要以此次专题协商会为契
机，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发挥
自身优势和所能所长，全力以赴
做好资金争取工作，为四平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会上，市政协经科委负责同
志代表市政协调研组作建言报
告；国家部委层级专家围绕四平
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工作进行专
题辅导并提出意见建议。

会前，陈德明、侯川等与会领
导会见了国家部委层级专家一
行，双方就四平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进行深入交流。

徐群丽主持会议。
张恒、郑旭武、苏晓华、王学

君、刘红军、王红艳、邱岩，各县
（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部
分委员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提高认识 抢抓机遇 联动协作
为四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4 月 2 日，市人大常委会“兴市有
我·代表在行动”部署推进会议召
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柏仲出
席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晶主
持会议，并就《四平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深入开展“兴市有我·代表在
行动”活动的决定》进行了专题解
读。市人大财经委、人代选委负
责同志作经验介绍，部分优秀市
人大代表作经验交流，伊通满族
自治县、铁东区人大常委会负责
同志作表态发言。

王柏仲指出，深入开展“兴市
有我·代表在行动”，是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视
察四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和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

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 行 动 ；是 依 据 新《代 表 法》要
求，全面提升代表科学履职能力
的具体体现；是充分发挥人大作
用，服务、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大局的有力举措；是践行人大之
责、善谋人大之策、施展人大之
为的助力良方。

王 柏 仲 强 调 ，要 围 绕 市 委
“1288”总体工作思路，进一步提
升代表为民履职的服务成效。要
坚持搭建履职平台、激发履职活
力，进一步丰富“两个联系”的有
效途径。要拓宽发展视野，增强
培训实效，进一步强化代表依法
履职的本领素养。要运用多种宣
传手段和渠道，讲好代表助力经
济发展的好故事，进一步拓展代
表服务发展的深度广度。要注重

统筹协调，努力形成“六个一批”
工作成果，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开
展活动工作机制。

王柏仲强调，要精心组织部
署，做好传达学习，坚持上下联
动，强化支持保障，抓好考核总
结，力戒形式主义，确保活动收到
实实在在的成效。要立足新起
点，按照“6611”工作思路，认真落
实好“13316”具体工作任务，努力
开创四平人大工作新局面。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陶 立
春、刘光辉，秘书长陈立英出席会
议。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代表工作分管副主任、工作机
构负责人，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相关人员，部
分国、省、市、县级人大代表，部分
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兴市有我·代表在行动”
部署推进会议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秦中美
居卓）为进一步弘扬崇德向善的良
好社会风尚，讲好先进典型故事，形
成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鲜明价值
导向，4月2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
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四平好人十年
暨 2024 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四平
会堂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柏
仲，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市政
协主席侯川出席活动。

颁奖盛典分为“微光成炬”
“信义昭彰”“淳风睦家”“薪火
相传”四个篇章，以主持人讲述、

视频短片、现场采访等形式展示
了韩凤香、刘晓光等 10 名“四平
好 人 2024 年 度 人 物 ”的 感 人 事
迹。他们在普通岗位上默默耕
耘，在平凡生活中默默付出，或
助人为乐、充满爱心，或见义勇
为、舍生忘死，或诚实守信、坚守
正道，或敬业奉献、虔诚勤勉，或
孝老爱亲、血脉情深。他们的事
迹感动和鼓舞着现场的每一位
观众。

据 了 解 ，2024 年 全 市 选 树
“四平好人”104 人，经过评委会

综合评议，最终在众多候选人中
评选出 10 名“四平好人 2024 年度
人物”。他们可亲、可敬、可学，
用助人为乐的热忱、诚实守信的
脊梁、见义勇为的肝胆、敬业奉
献的执着、孝老爱亲的温情，奏
响了一曲曲美德乐章。好人精
神也将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为
打好打赢四平经济攻坚战、荣誉
保卫战激荡起更加昂扬奋进的
精神力量。

在平副市级以上领导和各界
干部群众代表参加活动。

我市举办四平好人十年暨2024年度人物颁奖盛典
王柏仲陈德明侯川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