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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县：
建设高标准农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日前，永吉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落户口前镇

务本村。按照数字农业标准，示范区将在1万亩

高标准农田里，实施配套工程，构建“田、地、空、

人、农机”五位一体数据采集体系，实现信息感

知、定量决策、精准投入和智能作业。

示范区建设包括沟渠整治、田块整理、建造

渠系建筑物、建设水泥路、构建岸坡防护工程等，

还结合数字农业建立农田数据化中心，提升高标

准农田灌排能力，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和生产

条件，使粮食产出能力明显提高。同时，示范区

建设还有助于疏通农业的物流运输，带动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永吉县已建高标准农田8.7万亩，

其中就包括这1万亩高标准农田；2023年，永吉

县计划再建高标准农田12.8万亩。

舒兰市：
人勤春来早 大棚育苗忙

春节刚过，舒兰市朝阳镇新旭村的大棚种植

户又开始了一年辛勤劳作，育苗、平地、定植，大

家抢抓农时、铆足干劲，播下希望的种子。

该村种植户高翔的大棚内，一排排翠绿的秧

苗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早在去年11月，

高翔就开始谋划今年的打算，瞄准冬春市场时令

蔬菜销售供给“空档”期，决定在自家温室大棚提

前育苗。他通过调整育苗棚温湿度、病虫害防治

等一系列方式，保证大棚蔬菜育苗工作顺利进

行。冬季早耕田，功夫在来年。虽然正值寒冬，

新旭村却处处呈现“猫冬”变“忙冬”的喜人景象，

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这片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随着春季农业生产逐步推进，舒兰市多措并

举、稳步推进春耕备耕工作，争取实现“新春开局

好，全年步步高”的农业生产新局面。

磐石市：
灵芝产业赋能基层治理

近年来，磐石市松山镇始终把灵芝产业发展

作为助推乡村振兴、巩固基层治理的重要途径。

2022年，灵芝种植面积扩建至57公顷，年产灵芝

50万斤、灵芝孢子粉30万斤，总产值达到7000

万元。今年，当地将持续秉持“创新+发展”工作

思路，稳步提升灵芝特色产业富民成效。

今年1月，松山灵芝菌包厂3个菌段加工车

间同时开工，镇党委利用“村村通”大喇叭及时发

布用工信息，鼓励农民利用农闲时节入厂务工。

目前，灵芝菌包厂已招录本地农民100余名，人

均日工资约160元，三月末可生产菌段80万椴。

今年，松山灵芝产业园将继续发展灵芝大棚

1000栋至1500栋。为进一步促进成熟的灵芝种

植技术落户松山，镇党委政府积极鼓励农村散户

发展灵芝种植30栋至50栋，在强镇富民的道路

上不断拓宽致富渠道。

蛟河市：
备春耕工作有序开展

一年之计在于春，蛟河市多措并举，全力推

进农资供应、科技服务等工作落实，确保备春耕

生产顺利开展。

今年，蛟河市粮食播种面积预计为173万

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5万亩，旱田种植面积

158万亩。当地农业农村局提早摸底调研，通过

各种方式宣传国家有关“三农”工作的信息和政

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健全市、乡、村三级“网格长田长

制”，层层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构建蛟河全

市耕地保护社会化大格局。

蛟河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定期对当地各类

农资商店的购销合同、种子与化肥的质量安全和

销售台账进行检查，重点对近年来检查中发现问

题较多的种子品种以及未审先推或已撤销审定

仍违法推广销售品种、假冒伪造登记证、标签标

识混乱等情况进行了检查，保障农资安全。

桦甸市：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村集体村民双增收

2022年以来，桦甸市充分发挥党组织示范

引领作用，将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

作社的经济优势有机结合，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成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要抓手。

目前，桦甸市已打造86个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占全市总行政村数的55%，逐步形成党支部

引领、合作社运营、群众参与的良好格局。其中，

明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由金沙镇独木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坚持大力发展种植业，去年种植

甜黏玉米3公顷，黄豆和绿豆4公顷，产品通过电

商销售实现盈利20万元。合作社办出了效益，

吸引更多村民积极入社，眼下社员已达144人。

永吉街道北台子村党支部领办双盈黄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重点发展黄牛养殖产业。他们投

资300万元，建造一座1.5万平方米牛舍，可容纳

黄牛500头。项目由村集体负责日常管理，预计

年可实现收益40万元。

永吉县高标准农田持续建设。

大棚蔬菜助力舒兰市冬季市场供应。

磐石市灵芝产业发展迅猛。

蛟河市农资市场人流涌动。

桦甸市党组织领办黄牛养殖合作社。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当前，吉林市备春耕工作有序开展。

吉林市备耕资金、种子到户率均已过半，
大豆计划种植面积持续增加。截至2 月
20日，备春耕计划投入资金30.4亿元，现
已筹集16.8亿元，达到计划的55.3%；需种
子19846吨，已到户9961吨，入户率达到
50.2%。其中，为落实国家“大豆振兴计
划”，吉林市今年的大豆种植面积达52.1
万亩，预计同比增加3万亩。

2022年，吉林市粮食再获丰收，粮食
播种面积达1002万亩，较去年增加17万
亩，产量达到 91.09 亿斤，比上年增产
1.14%，实现“双增长”。乡村产业发展迅
速，聚焦打造肉牛产业强市，重引领、强扶
持、优服务，肉牛饲养量111.8万头；磐石
吉高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吉林索特榛子产
业化联合体等 5 个产业化联合体获评

2022年度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现代农业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成功申

报磐石市取柴河镇（食用菌）和桦甸市二
道甸子镇（黄牛）2 个国家级产业强镇项
目；新创建永吉县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桦甸市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新创建
永吉柞蚕、桦甸肉牛2个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动能强劲，省两
个小型污水处理站式水冲厕所试点项目
均落户吉林市；示范家庭农场突破 600
家，数量同比增长61%，增幅全省第一；九
月丰农场主肖建波被评为“全国十佳农
民”。

年初，吉林市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召开农业农村工作会议暨
2023 年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
议，动员全市“三农”战线迅速行动起来，
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农业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增强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增强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2022年 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召开农村

工作会议，会上强调，未来5年“三农”工作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

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这是

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

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

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

不全面的。

吉林市农业农村战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工作部署，抢抓

农时、迅速行动，高质高效开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行动，力争在畜牧业产值倍增、农村居民收入

提启等方面率先突破，加快打造农业强市，为实

现吉林市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更多“三农”力

量。

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吉林市各县（市）区聚焦稳住面积、主攻单

产，做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收益增

加、责任压实。

强化基础装备建设和科技支撑，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大力开展种业振兴

行动，提高丘陵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示范推广适

用增产技术，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在增产和减损

两端同时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新突破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新突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有产业兴

旺了，农业才能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才能成

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才能成为安居乐业的

家园。

吉林市将做好“土特产”文章，打响“吉品

贡”旗舰品牌，推动舒兰大米和白鹅、桦甸黄

牛、蛟河黑木耳、磐石灵芝、永吉柞蚕等区域品

牌向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迈进。做好一二

三产融合文章，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

用，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

制，把更多岗位留给农村，让更多收益惠及农

民。

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吉林市将进一步鼓励农民创新创业，打造

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新创业园区，

降低农村创业成本，支持农民工、大中专毕业

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工商业主等返乡入乡

创业。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鼓励域内

企业多用本地农民工，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

测预警机制，加大就业创业培训力度，推动农

村劳动力高质量转移就业。兑现各项支农惠

农补贴政策，还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让勤劳致富的受激励，防止“养懒

汉”。

深化农村改革深化农村改革

吉林市将持续抓好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

任务，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继续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条主

线，做好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试点。把强化集体所有制根基、保障和实

现农民集体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一起

来，搞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

完善，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推动要素资源向农村倾斜流动，加快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强化金融支农举措，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加快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让

“沉睡的资源”焕发生机。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吉林市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这一目标任务，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扎

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

行动，持续推进“七边”“六清”环境卫生治理，

推进农村厕所、污水、垃圾三大革命，健全农村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强化秸秆“五化”综合

利用。

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实施农村道

路、供水工程、农村电网改造、重点水利工程等

项目。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分层次的

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基层党员、干部关爱联系

制度，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吉林市将进一

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四五六”工作体系，全面培训提升村班子

领导乡村振兴的能力，带领农民群众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维护农村社会安全稳定。科学落实新冠

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各项措施，健全基层疫情

防控体系，全面推动各项防控措施在农村落地

落实。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村规民

约、家教家风作用，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

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

昌邑区孤店子镇的草莓温室里，一股甜香

味扑鼻而来；永吉县口前镇春登村的众信家庭

农场的温室大棚内，各类蔬菜长势喜人；昌邑区

土城子乡泽丰农业有限公司的温室内，翠绿的

樱桃树挂满了手指肚大的青色果子；舒兰市环

城街道兴山村的果蔬花卉大棚，绿油油、水灵灵

的婆婆丁长势正旺……

冬日里，吉林市田间的一座座蔬菜大棚内，

暖意融融、生机勃勃，菜农们正忙着采收蔬菜。

菠菜、香菜、生菜、小白菜等“抢鲜”上市，备受市

民青睐，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据了解，吉林市2022年的冬春季棚膜果蔬

生产面积保持在6500亩左右，加上光照整体较

好，全市棚膜蔬菜生产形势喜人。目前，全市冬

春蔬菜果品产量预计可达6.5万吨左右，最大限

度地增加了本地蔬菜的市场供给。

近日，记者在众信家庭农场的温室大棚内

看到农场负责人王卫东时,他正在采收小白

菜。他说：“温室大棚里种的菜送到城里，每次

都销售一空，每座大棚一年种两至三季，收入在

5万元左右。”

在孤店子镇吉康绿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

室里，草莓已经上市，小白菜、茼蒿等火锅菜已

经销售了三成，管理员郝秀云正在忙着接待采

摘的游客。她说，合作社采用的是“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方式。目前有社员103户，现

有55栋温室，今年有3栋温室种了草莓。“合作

社以每亩1000元从农民手里流转土地，农民一

亩地的收入比自己种增收300多元。农民还可

以到合作社打工，又增加了收入。”郝秀云说，

按照每栋大棚能采摘2500公斤草莓，每公斤平

均60元计算的话，一栋大棚能收入15万元左

右。

7年前，在外打工的贺泽力返回从小长大的

土城子乡，成立了吉林市泽

丰农业有限公司。公司致力

于发展现代农业，流转了5.5

亩土地，盖了8个温室，尝试

栽种大樱桃树。“因为不懂技

术，这几年亏了不少钱，先后

换了三茬树才成功。”贺泽力

说，他坚持改进，并持续投

入，如今，3米多高的樱桃树

上挂满了果子。

在兴山村的果蔬花卉大

棚内，婆婆丁露出了小芽，一

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婆婆丁

上市早，卖得好，这离不开村

书记李世光和村民们的科学

种植和辛勤付出。李书记

说，这个温室大棚占地面积

750平方米，今年预计生产婆婆丁2000斤，纯收

入在4万元左右；为有效利用空间，棚内还种植

了44万株花苗。

在另一栋温室大棚内，10余名工人正将薰

衣草花籽有序地种植在营养盘内。这栋大棚要

种植花卉苗55万株，将全部用于舒兰市美丽乡

村建设中。

近年来，吉林市通过全面谋划，精准实施，

大力发展棚膜经济，引导菜农不断提高大棚蔬

菜种植技术，数以千计的大棚不仅增强了全市

蔬菜供应能力，更为全市农民带来了美好新生

活。过去一年，吉林市持续实施老旧棚室改造

工程，大力推广“棚中棚”改造技术模式，将大量

塑料大棚改造成冬季能生产的设施，让蔬菜种

植户变“冬闲”为“冬忙”，有效增加了本地蔬菜

市场供应。

2022年11月，吉林市农业农村局园艺特产

处就保障冬季棚膜蔬菜生产等工作进行了专题

部署，并设立5部热线电话，及时接听和解决农业

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运输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有力

保障了冬春季农业生产的稳定运行。

据统计，2022年，吉林市新建棚室面积3935

亩，同比增长160%，超过省里年度指标任务1435

亩；全市建成30亩以上棚膜园区67个，其中新

建100亩以上棚膜园区4个。现阶段，经过县验

收、市复核、省抽检等严格审核把关程序，全市

成功申报棚膜园区13个，新建棚室4254栋、面

积1368亩，预计可争取和落实扶持资金1900余

万元。

吉林市引导、鼓励农户发展设施农业，把棚

膜经济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

将“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让产品围着市场

转，帮助农民增收，丰富百姓“菜篮子”，实现了

棚膜经济的提质增效、多方共赢。

吉林市吉林市：：““三农三农””战线热潮涌战线热潮涌

温 室 果 蔬“ 春 意 浓 ”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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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2022年粮食产量超过9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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