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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短波三农短波

生于1972年的王德友，初中毕业后即回家务农，头脑

灵活的他利用农闲时间做起了赶集卖小商品的生意。就

在生意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发现，村民因为缺少农

机，秋收时节往往面临水稻收割难、脱粒难，他从中看到

了商机。2005年秋，他贷款1万元购买了一台水稻脱粒

机，又雇了本村15名剩余劳动力，一个秋天过后，不仅还

清了贷款，还挣了8000多元。这让他看到了农业机械化

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找到了未来创业发展的方向。

2006年起，他贷款增添了两台新型的水稻脱粒机、一

台四轮拖拉机、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农用车等农业生

产机械。几年间，他成为当地有名的农机大户。2011年，

他承包了140亩土地开始种植水稻，在此基础上，2014

年，他注册成立了王德友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位于花甸

镇花甸村，处于新开河流域中游，区位相对比较优越。农

场主营优质水稻种植和水稻深加工，现流转承包经营水

稻种植面积达到370亩。流转采取连片承包的方式，在镇

农经服务中心的指导下与省新开河米业有限公司签订流

转合同1份，承包水田面积240亩；与花甸镇花甸村农户

签订承包合同48份，承包水田140亩。农场主要以种植

超级稻、稻花香等品种为主，在镇农技部门的指导下，水

稻亩产达到1100斤，高于当地水稻平均亩产量20%，带动

周边种植户亩均增收200元左右，被农民群众称为“小能

人”“土专家”。

为了科学有效地管理家庭农场，他先后参加了省、

市、镇各级部门组织的农业科技培训学习，参加了省新一

轮村级干部培训班、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班等。

2017年，与集安市农技推广总站建立了“集安市水稻种植

示范基地”，2018年成为“绿色高产高效技术示范基地”和

“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为当地农业实现生态、绿色发展起到积

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在水稻测土配方施肥、标准化育

秧、机械化插秧、水稻病虫害绿色无公害防控、新药新肥

使用、看苗施肥控水等一系列新型农业生产技术上，认真

地接受专家的技术指导服务，同时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提

高有机肥使用率，稻草粉碎还田，严格规范使用农药、化

肥和经营管理标准化等措施，广泛采用现代化农业机械

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实现了生态、循环、高效的可持续

发展模式。为了保证产品销售，王德友采取了“农场+农

户”“互联网+”“订单农业”等方式，与新开河米业、梅河口

等地客商签订购销合同保障了水稻的销售，也较好地解

决了零散种植户水稻销售难的问题，既保护了他们的利

益，也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面向未来，王德友认为，农产品发展必须延长产业

链，在增效谋发展上做文章、找新路。2019年，在注册有

机大米品牌的基础上，他投资30余万元，新建加工厂房

150平方米，购置大米加工设备1套，增加水稻产品深加

工项目。对内进一步推进标准化生产管理，对外实行统

一质量、价格，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科技示范户 致富带头人
——记集安市花甸镇王德友家庭农场农场主王德友

本报记者 张力军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2021年，蛟河市在人才培育方面，坚持“需求导

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育”，培养适应产业发

展和乡村急需的乡土人才，着力打造一支推动农业农

村发展的生力军，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为乡村振

兴蓄势加油。

激发人才活力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新上了烘干机，水稻库房、农用机械车库也建好

了，水稻加工厂的设备也投入使用了，我们合作社的生

产经营能力可是往前迈了一大步。”2021年秋季，中才

水稻专业合作社新进了一批农业加工设备，负责人王

中才对合作社未来的发展满怀憧憬。

中才水稻专业合作社是2010年成立的，陆续流

转旱田和水田37公顷。“过去，秋收之后，我们就卖水

稻，收益低。2021年，我们利用上级发展集体经济扶

持资金50万元和合作社社员集资的59万元，建设了

700平方米的库房、200平方米的车库、200平方米的

加工厂，购进了3台烘干机。这样，我们就可以加工

大米卖了，收入肯定比卖水稻多。”王中才的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2021年，为了激发人才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蛟河市重点实施了“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十业百社千才”

行动。中才水稻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正是这一行动的

缩影。

在蛟河，黄牛养殖、生猪养殖、晒烟、食用菌、稻

米、甜黏玉米、电商、旅游、石材、医药健康是其经济

发展的10个主导产业。针对每个产业，蛟河市组建

了一个专家服务团。围绕十业抓服务，目的是通过

“一个专家团带动一个产业”，用人才资本助推产业

创新发展。

专家团的45名干部定期下沉到田间地头为产业

把脉问诊，切实解决生产、技术、营销中的突出问题。

“水稻专家服务团在新站镇河南村张君家庭农场建设

了150亩绿色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生物有机肥应

用、绿色统防统治、水稻宽窄行栽培技术等实用技术培

训，使水稻先进适用技术快速进村入户。在天北镇，水

稻专家服务团开展了1.5万亩水稻二化螟无人机统防

统治项目，这项技术可以减轻水稻虫害对水稻产量的

影响，综合增收可达30万斤。”蛟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高军说，“黄牛专家服务团开展黄牛饲养技术及疫病防

控技术指导培训，设立畜牧专家技术服务热线。食用

菌专家服务团不仅多次对蛟河全市各个木耳产区进行

现场技术指导，还开展了玉米芯、大豆秸秆粉、芦苇粉

部分代替锯末的生产实验，目前该实验的10万袋木耳

已采收一茬，长势良好。”

抓“百社”育“千才”

激发振兴的新动能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而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则是激发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为

此，蛟河紧紧围绕“百社”抓发展。他们规范建立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计100个，其中已

纳入县级示范库的有81家，拟推荐吉林市级示范35

家、拟推荐省级示范合作社13家。2021年新培育党支

部领办示范合作社25家、县级示范家庭农场34家、县

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44家。

中才水稻专业合作社就是党支部领办的示范合作

社。王中才说：“蛟河不仅在资金和种植技术方面帮助

合作社的发展，还对合作社的各项管理进行了规范。

街道经管站派出一名会计负责财务工作，账目正规清

晰，农民也放心跟着我们一起干。”

在蛟河市新农街道南荒地村也有一家党支部领

办示范合作社——山灵山野菜专业合作社，其理事长

是南荒地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滨。这是一家发展较好

的合作社，拥有育苗基地 4.6公顷，种植面积 60公

顷。合作社成为党支部领办示范合作社后，更多村

民加入了合作社。村民于建业就是其中之一。他

说：“看着合作社干得红红火火，现在又有党组织领

导，肯定比我自己单干挣得多。”

为规范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蛟河以实地走访、座

谈、调查问卷的形式摸清新型经营主体底数，稳步推进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试点工作，

对试点合作社实行领导包保和跟踪服务，以对口包保

与专业指导方式，打造了一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

理先进、效益明显的新型主体。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靠的是人才，人才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人才培育方面，蛟河培养了

适应产业发展和乡村急需的乡土人才1022人。此外，

蛟河还面向村“两委”成员开展培训，提高农民生产生

活领路人的思想素质，开阔眼界。高军说，新农街道杨

海滨等4人取得乡村人才副高级职称，新站镇贾俊刚

被评为吉林省乡村振兴优秀人才。此外，蛟河还择优

选拔5人到省里参加农业经理人培训，开展生产组织、

财务分析、质量管理、市场开拓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培

训，提高培训层级，充分调动农民参训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起到以点带面的引领作用，提高了农民生产技术和

经营管理能力。

蛟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涛说：“未来，蛟河将持

续抓好‘起底、消化、留住、引进、培育’5个关键环节，推

进‘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十业百社

千才’行动，发挥乡村振兴人才孵

化中心平台作用，努力打造具有

蛟河特色的人才新高地，为推动

蛟河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育才兴业开富路
——看蛟河市如何通过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马婧 本报记者 陈沫

本报讯（记者陈沫）近日，通榆年货

大集暨乡村振兴农产品展销会在通榆县

电子商务中心举行，来自全县的43位参

展商汇聚于此。活动现场约有两百种的

参展商品在线上线下进行同步销售。

展厅内，热销场面火爆热烈，多种特

色农产品竞相展出，参观购物的消费者

沉浸在年货大集热闹的氛围当中。此次

年货大集将互联网与传统春节文化相结

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平台，以线下

体验、线上购物、年货秒杀等购物形式，

向群众展销本土农产品、有机食品、手

工艺品等各种各样年货，用户还可以扫

码支付、扫码溯源，真正做到了农产品

看得见、摸得着，让消费者买得舒心，用

得放心。

不仅是畅销到国外的辣白菜让人赞

不绝口，通榆千家万户的黏豆包更是让

人回味无穷。在苏公坨乡“苏公柒坊”

农业产业园区的展位上，煎纯手工黏豆

包的香气弥散开来，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前来品尝。

线下体验升级，线上聚焦流量。从

农产品生产、包装，再到口感、味道，并

结合地域特色、人文特色、民族民俗、传

统文化等一一为线上的粉丝进行了全方

位的介绍，吸引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

段的消费者购买。流量，实实在在地转

化成了一笔笔订单，同时也让更多的人

认识了通榆、了解了通榆。

通榆：年的味道浓起来

梨树县是闻名全国的产粮

大县，耕地面积达393.8万亩，

每年秸秆产量可达225万吨。

以前，每到秋冬时节，农田里时

不时就会出现秸秆焚烧。但自

2018年入冬以来，梨树却一直

保持着“零火点”的纪录，其中

奥秘何在？

秸秆还田 保护黑土地

10多年前开启的一场关于

耕种模式的革命，使梨树玉米

秸秆一步步实现了变废为宝的

逆袭。

从2007年起，梨树县与中

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

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探索秸

秆全覆盖还田、条带旋耕还田、

免耕播种等新的耕种模式。

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王贵满说：“秸秆打碎之后

铺在地上，或者条带旋耕15厘

米至17厘米的表层土壤中，再

通过免耕播种机械栽培，采取

宽窄行模式，不仅秸秆得到了

最大化利用，黑土地也得到了

保护。”

据四棵树镇农业站站长丛

中成介绍，秸秆还田后可形成

有机质，连续5年以上土壤表层

有机质能增加20%左右，减少化肥用量20%。

梨树县种粮大户卢伟说，前些年地里连蚯蚓都罕见。采用

覆盖还田模式以来，每平方米蚯蚓数量达到60多条，多的地块

儿甚至能达到100条左右。

目前，梨树全县推广这种新模式的面积已达200万亩。

过腹转化 让秸秆变肉

由于目前秸秆还田技术还无法覆盖全部耕地，还有大量秸

秆需要找到出路。

秋收落幕，在郭家店镇开阔的田野上，一台台秸秆打包机

不停地奔跑着，一片片秸秆通过打包机后端的收集装置进入机

箱内，经过压缩，一个个巨型压缩“蛋”从打包机后部滚出，散布

在大地上，勾勒出秋收后秸秆离田的别样风景。

位于四棵树镇的宏源牧业有限公司，宽敞的双叶式牛舍排

列整齐，膘肥体壮的肉牛悠然自得。目前，该公司肉牛存栏已

有200头。董事长赵大吉算了一笔账，一头牛一年要吃1吨秸

秆，200头牛一年的消耗是200吨，相当于30多公顷地玉米产

生的秸秆。

用秸秆做饲料养牛，可谓一举多得。梨树通过玉米秸

秆青黄储和压块饲料加工等方式，喂饱了40万头牛和35万

只羊。目前全县青黄储秸秆转化量达到10万吨，年产秸秆

饲料2万吨。

化为燃料 用秸秆发电

“现在合作社有50多户农民加入，土地集中起来管理，从

种到收大家不仅有地里的收成，还能从打包捡拾中赚一部分

钱。”梨树县十家堡镇龙王庙村，龙升种植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张宇说。秋收结束以后，他的10台秸秆打包机和十多

台运输车每天连轴转，250公斤一捆的秸秆打包好之后立即送

往周边的发电厂，供不应求。

在梨树县箭农生物质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秸

秆经过生产线压缩处理后，变成了手指大小的秸秆燃料颗粒。

公司负责人张帅说，这种燃料燃烧效率高，污染低，每吨出厂价

可达500元以上。

根据测算，目前梨树县每年的225万吨秸秆中，采取还田、

捡拾打捆、饲料化和燃料化加工的总量已经达到200.25万吨，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9%，秸秆焚烧的压力大大减轻。

梨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一良介绍，该县2021年共整

合各类资金1亿多元，专项用于推广秸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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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闫虹瑾）记者近日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2021年全省认证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合格率100%。

加强“二品一标”农产品证后监管，确

保认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本次监督抽查

委托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农

产品安全与环境质量检测中心对全省获

证68家生产企业110个样品开展质量安

全监督抽查工作，其中抽取绿色食品80个

样品、有机食品15个样品、地理标志农产

品5个样品、产地环境10个样品。

本次抽查结果表明，我省“二品一标”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较高，实现了优质安

全的认证目标，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和绿色

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为优质安

全农产品品牌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悉，我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今后将

根据检测结果，继续严把认证关和证后监

管关，指导认证主体和待申报认证主体做

好认证相关工作，推动全省农产品向绿色

优质安全方向发展，为吉林农业品牌高质

量创建作出新的贡献。

着力加强农产品证后监管

评查乡案 促进整改

本报讯（张烨）近日，敦化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将“乡案

县审”作为推进基层执纪审理工作规范化的重要抓手，开展了

“乡案县审”回头看工作。梳理了案件审理室2018年以来接收

的“乡案县审”案件数量，并与案件管理室数据进行对比，重点

对8个乡镇、1个街道的25件卷宗进行了重点评查。认真查找

分析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下发补证

建议，提出明确意见，及时督促整改完善，充分发挥“质检员”

作用。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案件质量，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

时间的检验，针对乡镇纪委业务能力参差不齐、办案经验不足

等特点，案件审理室积极探索管理举措，通过以案代训的方式

专人专职进行业务讲解，扎实开展回访教育，为乡镇纪委案件

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助力冰雪旅游经济

本报讯（朱婧璐 刘彦峰）日前，大众冰雪季白城市“冰舞

鹤乡”文化体育旅游节暨大安市冰雪嘉年华启动，白城市速滑

比赛、大安市雪地足球赛、冰车滑翔赛、冰上龙舟赛等等，吸引

了诸多域内外游客前来游玩。

旅游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电力支撑。国网白城供电公司

党委不断拓宽党员服务队服务范围，加强沟通协调和电网建

设，助力冰雪旅游蓬勃发展。他们安排党员服务队队员检查

景区供电设施，排查隐患；组织特巡小组严密监控重要线路区

段，并协调用户侧相关人员加强对沿线区段的监控。与此同

时，党员服务队针对白城市辖区特色冰雪旅游项目，采取“点

对点”服务，因地制宜、量身定制专项服务方案和应急预案，加

强故障抢修材料、物资车辆备品配件管理，实施 24小时值班

制，为冰雪盛事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为提升农技人员和科技示范主体服务能力，蛟河市开展多元化主推技术推广到田培训活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