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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长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城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城 乡村振兴画卷扑面来乡村振兴画卷扑面来
乡村振兴，国之大计、民之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吉林，率先实现农业现

代化、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省十二次党

代会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

落实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长

春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六城联动”，建设现代

农业城，推进乡村振兴是重要一环，举足轻重，

意义重大。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重要节点，9月

20日，2022长春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

会议召开。会议以“现场考察+集中开会”的形

式开展,当天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榆树市、德惠

市部分乡村振兴典型。

与会人员深深感受到，长春市上下正站在

“两个大局”“国之大者”的高度，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省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部署，以建设现代农业

城为抓手，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奋力开创乡

村振兴新局面，力度大，办法新，举措实，效果

好。

长春大地，气象万千。

新技术新场景广泛应用新技术新场景广泛应用
农业生产更加高质高效农业生产更加高质高效

“4号棚温度不够，开启草帘，多进些阳光！”

9月14日中午，九台区卡伦镇乡情采摘园负责

人周萍通过手机查看园区实时农情信息，及时

做好调整，园区工作人员仅按了一个按钮，大棚

上的草帘就齐刷刷地打开，灿烂的阳光顿时洒

满整个大棚。“这个棚里种植的是油桃，对温度

要求比较苛刻，多亏园区通了农业物联网专线，

棚里的传感器、环控系统等才能真正发挥作

用。”周萍说道。

就在几年前，园区里手机通话都没有信号，

更别提农业物联网了。据了解，由于个别乡村

位置较偏，光纤宽带建设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

的问题。尤其是田间地头，温室大棚要实现专

线入户阻力重重。2020年，长春市农业信息中

心在九台区、双阳区规划建设了农业物联网应

用平台，光纤宽带开始进入田间地头。如今，全

市已设有43处农田四情监测站，其中，水稻20

处、玉米23处。此外，还有5处农业园区100栋

温室智能监测点，20处畜牧养殖场60栋棚舍监

测点。网络铺就的“信息高速路”，给乡村带来

了实惠。一方面，对农作物生长过程重要参数

进行实时监测监控，实现远程诊断、精准管理；

另一方面，园区可以利用流畅的网络进行直播

带货、产品追溯等。

无独有偶。新技术新场景广泛应用，农安

生态无人农场探索打造高效能、低成本的智慧

农业新模式；榆树农业科技示范园集中推广品

种繁育、化肥减量、复合种植等新型技术，把园

区做成了高新农业科研及科普示范中心、休闲

农业观光基地，年接待参观农民5万人以上。

各地通过发展数字化、绿色化、智慧化农业，加

快农业代化步伐。

美丽乡村建设，持续享受着互联网释放的

数字红利。将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延伸至县、乡、

村，拓展系统在安防、社会治理、智慧交通、民生

服务、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治安防控

“全覆盖”……正在建设中的“农安长安”工程计

划投资1.69亿元，新建大数据中心和县、乡、村

三级指挥中心，接入摄像头10000个以上，打造

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

智能的无人农场、数字的植物工厂……一

项项智慧农业“黑科技”朝此云集，未来，长春将

是高科技的农业现代化“梦幻城”，长春将昂首

迈向新时代。

强村富民探索有效路径强村富民探索有效路径
全产业链发展形成模式全产业链发展形成模式

榆树北沟村过去是贫困村，这些年发展蔬

菜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公主岭三里堡村“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

式，香葱产业发展到2000亩，市场份额占全省

一半以上，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组织各类经营主

体、小农户参与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实现

千家万户“小生产”对接千变万化“大市场”，带

动农民多渠道增收；

……

近年来，长春市各区域不断探索强村富民

有效路径，通过推动“产加销”贯通、“农文旅”一

体，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有效增强农业产

业综合效益。

金秋九月，正当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还在

生长时，长春市广阔的田野里有一大批园艺特

产迎来丰收，成为秋日里一道别样风景。从过

去的春种秋收，到现在一年四季收获不断，长春

市先后培育出一批特色种植区。随着“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的持续推进，各地更加注重融合

发展，不断延长的产业化链条，绘就一幅强村富

民的“钱”坤图。

位于农安县小城子乡胡三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萝卜基地里，秋日的暖阳带来了丰收的

喜悦。“我们在这儿种了30多公顷白萝卜，每公

顷产量达到6万公斤！”合作社负责人胡忠德笑

着说，别看萝卜种得多，但他们不愁销路，头茬

走市场，二茬进冷库，精准把握农时，巧打时间

差，每公顷萝卜的收益超过10万元。

今年以来，长春市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和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总目标，进一步做大

“蔬菜、花卉苗木、瓜果、食用菌、特色经济作物”

五大园艺特产主导产业，做强“六带一区”，即长

双、长九、长九榆、长德榆、长农、长怀特色农业

产业带和长春环城特色农业示范区，做优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和园艺特色乡镇，推进特色农业

向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质量无害化、产品

品牌化、管理组织化方向发展。

粮食产量迈上新台阶粮食产量迈上新台阶
三产融合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三产融合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我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长春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落实省十二次党代会精神，长

春以打造现代农业城作为践行省委“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再次奏响现代农

业发展最强音。

今年 ，长春市落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457.39万亩，超过任务指标40.69万亩，比上

年增加103.71万亩。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

事。一声号令，一辆辆满载农资的运输车开进

村口；一队队返乡农民回归田园；一项项长春市

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接续出台，一笔笔种粮补贴

及时下发。乡、村两级干部与农户结对包保，

“一户一策”帮扶政策温暖民心，合作社、农机大

户“代耕代种”与小农户实现互动。

在公主岭市，总投资4亿元的鸿翔种业高

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建设紧锣密鼓。4条果穗烘

干线国际领先，两座全数控种子加工厂，年加工

种子可达5000万公斤以上。全国最大、最先进

的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拔地而起。

“我们与中科院合作研发的抗大斑病cr基

因，已成功导入早熟品种，比常规玉米品种增产

10%至20%，计划明年在吉林省大面积推广。”鸿

翔种业法人代表贺伟说。

种业是粮食之基。长春市以公主岭种子产

业为基础，以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为核心，建设

国内高水平的百万亩玉米种子繁育基地，加快

推进中国农科院、先正达、隆平高科等一批科研

院所和种子企业落地，先后建立种子研发中心、

科研实验站等育种基地，打造中国玉米种业硅

谷，挺起中国种业的脊梁。

高标准建设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特优玉

米生产基地、智能农机装备制造及技术推广基

地，打造国家粮食生产高效提质先导区……吉

林长春国家农高区任重道远。目前，这里围绕

“十大产业链”新建在建亿元以上农业产业项目

51个。

2022年，长春市加大推动“秸秆变肉”工程

力度，向“肉牛养殖规模达到145万头，肉牛全

产业链产值达到500亿元”目标发起冲刺。逐

步打造种质资源“芯片”，做好平原类群中国西

门塔尔牛纯种选育与推广应用。全市基础母牛

扩群增量达到64万头，规模以上牛场达到1000

家，千头牛场超过15家，全年出栏有望达到65

万头。抓好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培育4个特色

小镇、20个肉牛强镇、300个养殖大村、3000户

养殖大户，长春畜牧业再出大手笔。以加工业

作为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积极培育龙头骨干

企业，认定龙头企业10户以上，全产业链产值

超百亿元企业保持在1户以上，新增产值超10

亿元企业两户、超亿元企业6户。

龙头带动，产业聚集。投资33亿元的九翔

农业有限公司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上河湾镇落

地，3座套种鸡场已经达产，20余户规模养殖户

签订了养殖协议。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肉鸡

养殖，将推动农户由分散饲养向现代规模化饲

养转变。

目前，长春市拥有国家级龙头企业21家、

省级龙头企业141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331家，手持彩练当空舞，产业腾飞

正当时。

擦亮“长字号”品牌，长春信心满满。长春

大米、皓月牛肉、正大肉鸡、双阳梅花鹿……品

牌云集，名满天下，农业品牌在长春这片充满希

望的热土上，一路高歌猛进。

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三产融合推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九台区龙嘉街道红光村的268公

顷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水稻正茁壮

成长。“合十农业”的大米订单纷至沓来。以农

业种植、加工为基础，文化教育、旅游观光协同

发展的三产融合示范园区正在形成，实现了生

产、生活、生态效益“三生共赢”。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建设各具特色建设各具特色
农民生活得到新提升农民生活得到新提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场硬仗。近年来，长春市以农村垃圾治理、

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厕所改造、农村公路改造为

主攻方向，强管理、夯基础、树典型、搭载体、补

短板，农村人居环境发生极大改观。

平坦笔直的村路通向家家户户，道路两

旁栽植着绿树红花，波光粼粼的池塘水清景

美……走进榆树市弓棚镇十三号村，仿佛置身

一座整洁美丽的公园。“几乎所有来过我们村

的人，都夸村里漂亮，引得城里人专程来参观。”

作为人居环境千村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十三号村的新面貌让村民侯耀辉为之自豪。

十三号村是如何实现“旧貌换新颜”的？“以

创建示范镇为契机，我们高起点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弓棚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开展“党

建+美丽弓棚”建设行动，建立奖励激励机制，全

镇先后评选出引领户9户、示范户21户、标准户

3119户，以点带面开启美丽乡村建设。

像十三号村这样的“公园式”乡村在长春市

还有不少。统一标准的围墙、设施齐备的文化

活动广场、造型美观的路灯……成为越来越多

村镇的标配。今年，长春市深入实施示范创建

工程，建设示范村202个，打造示范镇30个，创

建示范带13条，评选“干净人家”3.3万户。通

过广泛实施垃圾污水治理、畜禽粪污标准化治

理、街道庭院整治等专项行动，着力提升农村生

态宜居水平。

不仅环境美了，长春市更是促产业兴旺，农

民的钱袋也变鼓了。

上个周末，马鞍山村游客不断。“这里空气

清新，很适合休闲旅游。”刚刚徒步完的市民赵

岩走进了村里的“羊村饭店”，准备吃上一顿地

道的山野菜。

“羊村饭店”是马鞍山村第一家农家乐，得

益于村里的乡村旅游产业，带火了这家小饭

店。店主关连影告诉记者，“现在每天客流不

断，一年能收入30多万元。”产业兴则乡村活，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以来，马鞍山村把旅

游资源整体“打包”，通过政策优势吸引氿遇山

居田园综合体等文旅产业项目落地。

积极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环境美”向

“产业美”发展，近年来，长春市结合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利用省、市乡村振兴现场会等契机，

打造了净月高新区友好村、双阳区小石村、公主

岭市三里堡村等一批美丽乡村，还有农安红星

村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推进街院净化、道路硬

化、村庄绿化；德惠永生村立足“四美”村庄，打

造“江南水乡”徽派特色建筑，做到因地制宜，实

现各美其美……形成了多条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

截至目前，长春市已累计打造宜居宜业示

范村225个，创建省级美丽乡村156个。两年累

计消除返贫致贫风险1672户3468人，全市村集

体收入平均达到41.3万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85万元。

农民富、乡村美。

长春正以“奋斗有我、就在吉林”的昂扬姿

态，扛起“一主”担当，融入构建“六双”格局，闯

新路，开新局，做表率。

农安县全新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升。

双阳区国信现代农业项目积极探索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全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公主岭香葱产

业集群发展成效显著。

2021年，位于德惠市的德翔集团全产业链销售收

入近30亿元，固定资产达20亿元，年孵化鸡雏1亿

只，实现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九台区波泥河街道清水村整洁的人居环境。 位于九台区土们岭街道马鞍山村的氿遇山居民宿项目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绿园区西新镇裴家村现代都市农业旅游观光园晟裕池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