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高温，生长期农作物对灌溉需求不断增加，铁西区平西乡西八大村农户为自家庭院玉米装上自动喷灌设备，为玉米及时“解渴”。
本报记者 魏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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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召开全国大豆油料生产暨花生“一扩
双提”工作推进会，分析大豆油料产
需形势，交流各地巩固大豆油料扩种
成果的经验做法，部署大豆油料夏播
夏管和花生“一扩双提”等工作。

2024 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
破1.4万亿斤大关，稻谷、小麦和玉米
均实现增产，油菜籽和花生的扩种效
果显著，但大豆产量略有下降。《中国
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5》预测，2025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有望达到1.426万
亿斤，大豆油料的扩种将持续增效。
越是形势向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
稳住大豆生产，挖掘油料扩种潜力，
落实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措施，持
续提升大豆油料产能，这不仅关乎
国内市场稳定供应、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更是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的战略选择。

当前，正值夏播夏管的关键时
期，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着全年的收
成。各地要抢抓农时，争分夺秒促夏
播，确保大豆油料播种面积落实到
位。对于墒情不足的地区，要迎难而
上，积极采取抗旱播种措施，绝不能
因土地缺水而耽误农时，务必让每一
粒种子都能在适播期播下，为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
因地因苗抓好田间管理同样不

容忽视。东北地区要依据苗情，加强
肥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让作物茁
壮成长；黄淮海地区要强化播后管
理，确保苗齐苗匀，构建高产群体。
不同地区气候、土壤条件不同，苗情
也各异，只有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管
理措施，才能让作物在适宜的环境中
拔节生长，实现增产增收。

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
防灾减灾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各
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
警，及时准确发布信息。从干旱应对
到洪涝防御，从高温防护到病虫害防
治，每一个环节都严阵以待，最大程
度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大豆油料生产
安全，守护好农民的希望田。

花生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今年
是实施“一扩双提”行动的第一年。
各地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特色种
植之路。在扩面积上，通过合理轮
作、带状复合种植、林果套种等拓展
种植空间；在提单产上，集成推广关
键技术，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在提
品质上，加快推广优良品种，提高花
生品质。通过多管齐下，推动花生产
业提质增效，既保障了农民稳定增
收，又为国家油料供应添砖加瓦。

攥紧“油瓶子”，需要各方拧成一
股绳。从政策制定到田间落实，从技
术指导到物资保障，唯有上下一心、
协同发力，才能把丰收愿景变成实实
在在的成果，让老百姓的“油瓶子”始
终充盈、稳稳当当。

攥紧“油瓶子”夯实粮油安全根基
孟 哲

7 月 4 日，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
与璀璨绚烂的焰火映照下，伊通满
族自治县颐乐谷东巡八旗露营森林
公园正式开园，吸引众多游客前去
游玩观赏。

一直以来，伊通将文化赋能视为文
旅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推动文旅
产业前行的道路上，始终秉持“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全力
书写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
章。颐乐谷东巡八旗露营森林公园，以

“八旗文化”和“东巡精神”为灵魂，将深
厚的历史文化、珍贵的生态保护与丰富
的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已然成为伊通文
旅产业熠熠生辉的新名片。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
化、文化赋能、体验至上’的理念，致力
打造集露营休闲、亲子研学、户外游玩、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景区
总监乔依然介绍道：“我们还将不断完
善露营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

量，持续擦亮颐乐谷这张文旅名片，使
其成为展示伊通形象的又一窗口，成为
长春南大门休闲游玩的目的地。”

走进这片充满魅力的天然氧吧，五
大特色露营场地令人心旷神怡。“东巡
八旗驻守营”仿佛将人们带回往昔岁
月，重现八旗的威武与豪迈；“小鹿斑比
露营地”则是欢乐与温情的汇聚之地，
可爱的梅花鹿悠然漫步，灵动的眼眸中
满是友善，时不时亲昵地靠近游客，与
人们亲密互动，温顺地接受抚摸、投喂，
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温馨画面跃
然眼前。“七彩蘑菇森林里”，造型各异、
色彩斑斓的蘑菇装置点缀其间，仿佛进
入了童话世界，孩子们在其中嬉戏玩
耍，探索自然的奇妙；“自助烧烤露营
区”弥漫着阵阵诱人的香气，亲朋好友
围坐在一起，在青山绿水间享受美食，
谈天说地，欢声笑语回荡在山谷；“野营
区”则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感受宁
静的绝佳空间，躺在帐篷里，聆听虫鸣

鸟叫，仰望璀璨星空，尽享大自然的静
谧与美好。

一位来自长春的先生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这里山好水好服务好，而且距
离长春又这么近，是周末带着家人、朋
友出来游玩的不二选择。

另一名女游客接过话茬说：“来到
这里，满身满心的疲惫一下子就都卸掉
了，真的让人感到很放松、很惬意、很舒
服，颐乐谷，好漂亮的休闲胜地哟！”

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
画面随处可见。游客们漫步在林间小
道，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与盛开的花朵
合影，感受微风拂过脸颊的温柔；调皮
的松鼠在树枝间跳跃，偶尔驻足好奇地
打量着这些友善的访客；一池碧水中，
带着露珠的荷叶托举欲放还羞的花朵，
美艳动人。大家在这里放慢脚步，用心
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每一个瞬间都充
满了诗意与温情，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
的美美与共。

颐乐谷景区营销总经理张学军说：
“未来我们期待与各界伙伴携手合作，
举办露营节、文化市集、生态教育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推动景区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

颐乐谷东巡八旗露营森林公园的
建成，不仅是伊通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更是满族文化传承与
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生动实践。它为
伊通实现从“过境地”向“目的地”的华
丽转变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远离喧嚣、回归自然、感受文化
魅力的理想之地。

“我们将以颐乐谷项目为示范，进
一步挖掘文化内涵，整合火山、森林、温
泉等资源，推进‘文旅+康养’‘文旅+研
学’‘文旅+农业’等多元业态发展，全
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体
系，让伊通这片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富民
强县的金山银山。”伊通满族自治县委
宣传部副部长李和说。

奏响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
——伊通满族自治县颐乐谷东巡八旗露营森林公园启动见闻

本报记者 魏静 通讯员 沈鸿升

本报讯（记者 魏静）走进双辽市卧
虎镇五星村的川带种植地块，一幅生机
勃勃的立体种植画卷映入眼帘：翠绿挺
拔的小麦与玉米幼苗错落有致，形成独
特的“高矮配”景观，两种作物共生共长，
尽显现代农业间种模式的蓬勃生机。

今年，五星村积极探索玉米小冰
麦间种新模式，通过科学规划种植行
间距，充分利用光热资源与土地空
间。目前，小冰麦已进入灌浆期，茎
秆粗壮、麦穗饱满；玉米苗则呈现出

“青纱帐”雏形，叶片浓绿、长势旺盛，
形成“地上分层、地下错位”的高效种
植格局。

这种间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还实现了“一地双收”的经济
效益。据初步测算，当前小冰麦一公

顷地产量可达 4000-5000 公斤，加工
磨 成 面 粉 后 ，能 为 种 植 户 带 来 1.5
万-2 万元的收入。相比单一种植，
间种模式可增收 30%。

“更令人欣喜的是，小麦与玉米
的搭配种植，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
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走出了一条绿
色、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卧虎
镇五星村党总支书记冯宪宇介绍道。

正鑫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赵振
国表示，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新
推广的小麦玉米间作套种模式成效
显著，预计将于 7 月中旬迎来小冰麦
的黄金收割期。玉米与小麦相互映
衬、共同生长，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新图景，也为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 魏静）日前，第十
二届梨树县农民（市民）文化节系列
活动之“丹青绘初心，农民画里颂党
恩”庆“七一”农民画艺术展，在梨树
县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培训中心正
式拉开帷幕。

本次展览以农民画为载体，通过

一幅幅生动鲜活的艺术创作，集中展
现党的领导下梨树县在乡村振兴进
程 中 呈 现 的 新 风 貌 与 取 得 的 新 成
就。参展作品紧扣乡村发展、民生改
善等核心主题，创作者们以淳朴的视
角、细腻的笔触，热情歌颂党的恩情
与新时代的美好，字里行间、画里画

外都传递出农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
热切向往。

据了解，此次展览不仅丰富了当地
农民的文化生活，更为传承和弘扬地方
特色文化搭建了重要平台，进一步提升
了梨树县农民（市民）文化节的整体影
响力与感染力，为“七一”建党节营造出

浓厚而热烈的节日氛围。
展览将持续至7月15日，其间面向

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为帮助观众更深
入地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与创作思路，
感受农民画独特的艺术内涵和文化魅
力，展览期间每天都将安排专业讲解员
定时提供讲解服务。

玉米小麦间种显成效
开辟增收致富新路径

丹青绘初心 画展颂党恩
梨树县庆“七一”农民画艺术展开幕

晋南地区正值夏收尾声，21 岁的
农机手王欢驾驶着搂草机，在刚刚收割
过的麦田里整理秸秆。从收割机、播种
机、打捆机到植保无人机，这个“00后”
小伙俨然已是一名全能农机手。

“小时候没有无人机，我是跟着家
人背着药筒打药施肥，顶着大太阳，戴
着草帽，不知道要在地里走多少个来
回。”王欢成长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
的农村，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起早
贪黑忙于农活。

农业无人机的出现让王欢感受到了
变化和机遇。“真的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改
变。”王欢说，施两吨肥料，过去3个人每
天干10个小时还得花费四五天时间，现
在用无人机一个多小时就撒好了。

从家乡县城到省内各地，再到新
疆、东北地区，王欢带着无人机走遍
了全国十几个省份，已是小有名气的

“飞手”。
如今，随着智慧农业快速发展，像

王欢这样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00
后”越来越多。自动巡航无人机、北斗
导航农机、大数据智慧云平台……这些
逐渐成为“00后”新农人生产场景的重
要组成部分。

家住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的丁泽
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和父辈一同投
身农机合作社。在他的劝说下，合作社
新购置了无人驾驶播种机，安装了北斗
导航系统，播种 1000 米误差小于 5 厘
米，还能24小时连续作业。

每年夏收期间，可以说是农机手们
最忙碌的时节。“最忙的时候就是通宵
达旦连轴转。”丁泽辉说，基本上早上5
点就起床出门，常常干到夜里才回家，
有时一天就吃一顿早饭，收完麦子种玉
米，一天下来作业面积超过100亩。

“看着大片的麦穗在农机轰鸣声中
变成收获的粮食，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

表的。”丁泽辉说，这几年农机越来越先
进，驾驶室有空调，操作更加便捷、智
能，收入也不错，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与父辈们不同，“00 后”新农人更
加自信展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00
后”农机手、“00后”带娃跨区收割、“00
后”整顿农场等频频成为热门关键词。

张伊臣是运城市夏县润田农机专
业合作社目前唯一的一名“00 后”，早
早接触无人机的他，在 2022 年就获得
了山西省职业技能大赛无人机驾驶项
目优胜奖。5年前，他的无人机作业服
务面积每年有3万亩，如今不到半年时
间已经突破8万亩。

去年，新婚燕尔的张伊臣将妻子
李梦双也带入农业赛道，负责合作社
智慧作业平台的管理。他们还带着
社员们外出培训，学习新的农业生产
技能和理念。

“不管是规模化种地、智慧农机
设备还是数字平台建设，现在的政策
支持力度都很大，减少了我们的后顾
之忧，在田间地头也有‘星辰大海’。”
张伊臣说。

记者走访看到，“00 后”新农人不
仅改变着农业本身，也通过社交网络、
创业模式和理念创新，影响着同龄人的
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他们用实践证
明，农业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
是富有科技感、创造力的新赛道。

王欢的父亲王述民是翼城县益农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让他感到欣
喜的是，儿子不仅成长很快，还能带动
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来。今
年以来，已经有3名王欢的同学来到合
作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可以独立
操作多种农机具。

“他们学习能力强，对农业有热情，
还不怕吃苦。”王述民说，这些年轻人的
表现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王皓）

在科尔沁沙地南缘，藏着一个以歌
为犁的农业大县——辽宁省彰武县。
这个总人口不足 40 万的农业县，却有
300 多名词曲作者、56 个音乐创作小
组、近千首原创歌曲，每年有2万余名
农民参与演唱活动。近日，记者走进这
个被音乐浸润的东北小城，探寻“草根
音乐”背后的乡村振兴密码。

上午9点，彰武县两家子镇的村民
姚玉辉喂完牛，坐在窗前翻看自己写的
歌词本。“听那又是一夜秋风刮，看那又
是一季北雁回家……”他轻声哼着新写
的词，手指在腿上打着节拍。这位“牛
倌”不仅是村里的养殖能手，还是当地
小有名气的词作者。

“白天干活，晚上写词，习惯了。”姚
玉辉笑着说，他还办了“耕耘诗社”，召
集村里爱写诗、唱歌的农民一起创作。
有时候，大伙都挤在他家，写词、改曲。

“唱歌不为出名，就是图个乐呵，唱咱自
己的日子。”

在彰武，像姚玉辉这样的“草根
音乐人”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退休
工人，有的是水果摊摊主、有的是老
师 ，但 无 论 什 么 身 份 ，都 是 默 默 地
写，开心地唱。

东六家子镇的豆腐匠王宝林，每天
早起磨豆子时，总会哼唱自己写的《快
乐的豆腐匠》：“泡上了豆子刷净了锅
呀，牵过来毛驴套上了磨呀，成捆的干
柴架起了火呀……”最初，王宝林根本
不识谱，唱歌完全靠记旋律，现在他能
把熟悉的歌曲通过电子琴演奏写出简
谱来，还创作了几十首歌。

“这里的音乐没有门槛。”彰武地域
音乐研究会创始人孙建国说，“种地的
就唱庄稼，养牛的就唱牛羊，真情实感
就是最好的歌词。”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遍地歌声、
处处欢笑的东北小城，因为靠近科尔沁
沙地，过去是辽宁的“沙窝子”。多年
来，彰武县不断治沙植绿，不仅将“沙进
人退”变为“绿进沙退”，还发展出硅砂
深加工、樟子松育苗、林下草药等多样
化产业。

“既富了口袋，还要富脑袋。”孙建
国介绍，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锡伯
族等 15 个民族聚居，让彰武地域音乐
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色。而且，彰武
县诗人、词人、善歌者众多，劳作之余，
大家聚在一起遣词作诗、放声歌唱，是
再平常不过的事。

多年来，彰武县打造多样化的音乐
文化活动，让乡村更具人气，更有活
力。1984 年，东六家子镇举办首届农
民赛歌会，从此点燃了全县的音乐赛歌
热情。如今，农民赛歌会已成为彰武县

群众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闪亮品牌，
每到赛歌会举办之时，人们就像过节般
开心。

7月1日，彰武县后新秋镇烧锅村
文化广场上汇聚了近千人，来观看“颂
歌感党恩 共筑中国梦”农民歌手大
赛。台上的14个歌手，有的是庄稼汉，
有的是果农，有的是返乡创业的青年，
台下则是镇上的亲朋好友，大家谈笑风
生，时不时为自己的三哥二姨、侄子侄
女的表演呐喊、鼓掌。

“日子有奔头，生活才有乐子。这
些歌声，就是农民对美好生活最朴实的
表达。”后新秋镇党委书记程华说，在彰
武，音乐早已超越娱乐，成为凝聚人心、
激发内生动力的文化密码。正是这田
间地头飘出来的歌声，正谱写着乡村振
兴最动人的乐章。

（武江民）

“沙窝窝”里飘出千首农歌
——辽宁彰武乡村振兴一线观察

田间地头也有“星辰大海”
——三位“00后”新农人的夏收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