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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天媛 记者王学雷）春耕在即，宁江区加快

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

基础。

今年，宁江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7110万元，

建设面积5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秸秆粉碎深翻（碎混）

还田面积14050亩，增施有机肥面积14050亩，施用有机

肥1405.01吨；新建井209眼，维修井（换泵换线）41眼，配

套水泵250台套，配套井房250座，配套卷盘式喷灌机176

台套，污水泵 30台；新建水泥混凝土路 41条，总长度

45712.26米；新建10kV高压线路40.031km，新建0.4kV低

压线路51.06km，变压器95台套。

据悉，该项目目前已完成招标前一切准备工作，正式

进入招标阶段。通过农田水利、机耕路、农田输配电和土

壤改良等的合理开发建设，可以因地制宜解决项目区的

很多问题，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田抗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为农业稳定高产、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宁江

区项目有关负责人说道。

松原松原：：奏响春耕生产进行曲奏响春耕生产进行曲
本报记者 王欣欣

春风起，农事忙。

据了解，2023年，松原全市备春耕资金计划需要42.2亿

元，需各类农作物种子5.851万吨，需底化肥61.319万吨，截

至4月19日，所需资金和物资全部到位，顺利转入春耕生产

阶段。

一直以来，松原市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今年的地怎么种？松原市主要领导到各地调研备春耕

生产时强调，要高质高效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实现土

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做足土地

文章，聚焦良田、良种、良技、良机、良仓五个重点关键，真抓

实干、大干快上，推动粮食增产增效、丰产丰收……

走进长岭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可以看到，钻井

机开足马力，正在进行钻井作业。工人们挥锹填土，干得热

火朝天。今年长岭县前七号镇六合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在不

久前开始施工，该村党支部书记李东每天都会到施工现场查

看施工进度、协调工程建设中的相关工作，在他看来，高标准

农田建设能够提升土地产出率，促进农民增收，是一项重要

的民心工程。“长岭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任务12.04

万亩，总投资18194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水源井596眼，机耕

路101.678公里，架设高压线路139.104公里，卷盘式喷灌机

298套。该项目于2023年2月开工建设，目前正在按计划推

进施工进度。”长岭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春

刚说。

田地的逐步改良，让土地成了“聚宝盆”，农民也期待着

好地产出更多好粮。

“以前种地，旱涝靠天，农机下田没路可走。”种粮大户纪

星说，“如今田里有井、路也铺好了，还配套了电力设施，大型

农机来去自如。遇到干旱，打开抗旱机井连接管道，随时灌

溉。”

“以前，每亩地产粮 1200 斤左右，如今能达到 1800 多

斤。”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前郭县图那嘎村村民孔祥林

今年种粮积极性高涨。

2021年，松原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完成76.76万亩，占

比95.12%。剩余项目在2023年4月底前全部完成。2022年，

全市高标准农田（含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88.9万亩，其中，

宁江区8万亩、扶余市24万亩、前郭县24.4万亩、长岭县16

万亩、乾安县15万亩、经开区0.5万亩、哈达山示范区1万

亩。截至目前，除宁江区、哈达山示范区正在开展招标工作，

其他县区已全部开工。长岭县已完工45%，前郭县、经开区已

完工40%，乾安县、扶余市已完工25%。

与种粮大户纪星和农民孔祥林相比，乾安县余字乡附余

村农民王立新就轻松得多。他的土地已经加入了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什么都不用他操心，就等着年末分红拿钱了。“跟

着支部干，支部带咱赚。不动锄头不下地，年末把钱赚。”去

年，王立新60亩地分了8万多元。

据乾安县余字乡附余村党支部书记吴国发介绍，2019

年，他们村开始兴办合作社，集约化经营土地，是松原市第一

批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级组织。2022年，全村集约耕

地6000多亩，占全村耕地84%。今年，他们村力争土地集约

100%，让合作社的红利惠及到每一位农民。

近两年来，松原下大力气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

民、土地加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后，党组织牵头进行土

地集约化经营，大幅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农产品议

价能力。2022年的“分红季”，松原全市127个村累计分红金

额达2.43亿元，村均分红191.4万元。

土地集约化经营可提高土地利用率、农民收入，降低生

产成本。据松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松原

市将不断增加集约化经营面积，全市土地规模经营面积预计

达850万亩，比2022年增加78万亩。

此外，今年松原市还将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2023年，全市计划开展大垄双行、宽窄行平播配套水肥一体

化技术200万亩。其中，宁江区25万亩，扶余市40万亩，前

郭县25万亩，长岭县50万亩，乾安县60万亩。

面对可能的春旱，宁江区大洼镇民乐村春峰种植专业合

作社却不担心，因为在合作社的仓库里，一捆捆滴灌带已准

备好。2016年以来，省农科院团队在该合作社建立30公顷

水肥一体化示范田，每公顷平均产量由 20000 斤提高到

24000斤，实现节肥23.1%、增产39.1%，籽粒品质达到国家一

等粮标准，每公顷增加纯收入3300元。如今，合作社玉米种

植面积发展到870公顷，全部用上了水肥一体化技术，宁江

区大洼镇民乐村党支部副书记徐百军算了一笔账：水肥一体

化技术每公顷土地每年需要多投入1000元左右，但却可以

多打出6000斤玉米，多收入5000元至6000元，这笔账划算。

春耕的交响曲已奏响，松原市蓄势待发。下一步，松原

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全力抓好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的

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一批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示范带动

能力强的合作社。同时，积极宣传引导农民群众带地入社，

提高规模经营面积；通过悬挂横幅、农村大广播以及结合“敲

门入户”上门走访方式，将各项优惠及补贴政策宣传落实到

位，确保农户享受到政策实惠，提高农户种植生产积极性；组

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将课堂搬到田间，面

对面指导农户大力推广合理密植、抗旱品种、配方施肥、节水

灌溉等农技农艺知识。真正做到科技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

田，技术要领到人。

吉林油田松南产区超额完成一季度生产任务
本报讯（记者王学雷）近日，记者从吉林油田获悉，

2023年一季度，松南产区效益稳产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自营区生产原油86.4万吨，超计划产量1.1万吨，完成计

划的101.3%；生产天然气2.4亿立方米，超计划产量1600

万立方米，完成计划的106%，充分发挥了吉林油田高质量

发展的“压舱石”作用。

为推进老油田效益稳产，建立良好的油田开发秩序，

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石油总部启动了老油田“压舱

石工程”。吉林油田深入贯彻总部工作部署，以转型发展

为依托，明确了“三年一盘棋”战略规划，树牢效益产量意

识，抓实效益管理措施。

在新区块上产方面，突出做好效益与技术相结合，实

施全生命周期一体化设计，进一步深度融合和创新压裂

提产、数字化、智能化、新能源等降本提产技术，升级完善

“孤岛式光伏采油”大平台建设理念，实现产能建设对油

田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拉动作用。

在老区块稳产上，树立经营油藏的理念，以深化认识

为基础，依靠认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改革创新，

最大限度挖掘资源、油水井和各系统降本增效的潜力，提

高开发水平和经济效益。

松原采气厂紧紧围绕天然气效益开发这一目标，超

前组织劳动竞赛、持续做好提质提效工作，超计划完成产

量任务，各项生产费用指标均控制在计划内运行。

同时，围绕“技术进步提单产”和“管理创新提效益”

两条主线，坚持“投资不创效不建、成本不下降不建、效益

不达标不建”的三不建原则，持续推广多专业深度融合控

投降本技术，优化生产运行组织，全方位提高产能效果。

强化提质增效，树牢“一切成本皆可降”理念，瞄准运行费

大项，创新方式方法，实施成本压降专项工程。

吉林油田开发部地质科副科长王洪全表示，2023年

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吉林油田实现“本质扭亏”、

继续保持上市与未上市“双盈利”的“接力年”。一季度，

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松南效益稳产工作赢得了“开

门红”；接下来，将继续坚持“三年一盘棋”整体部署的战

略思维，坚定信心不动摇，锚定目标不放松，持续夯实松

南效益稳产的“压舱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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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关洪昌）近年来，松原市立足打

造堪当振兴发展重任的干部队伍，坚持从“选

育管用”全链条入手，着力建强“三个体系”，

持续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干部

队伍支撑。

坚持在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创

新采取“3+4+1”模式，即抓实年度考核、专项

考核和日常考核“3”项考核，通过县（市、区）

驻点考察、列席会议纪实考察、深入一线实地

考察、聚焦问题精准考察“4”种方式，实现客

观评价鉴定干部“1”的目标。建立实施“十比

十赛”赛马机制，对经济运行、大项目建设、基

层治理等重点指标，每月张榜排名，打擂比

拼，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最大限度

晒干“水分”、留下“干货”，使考核结果更具说

服力。2022年以来，该市共提拔调整群众公

认、实绩突出的干部49名，“以实绩论英雄、

凭德才用干部”的用人导向更加牢固更加鲜

明。

创新开展优秀年轻干部“实岗一线”锻

炼，注重在发改、工信、应急、信访等重点部门

业务前线和对长春市合作对接、“双招双引”

等重点项目前沿锤炼干部，成熟一个、使用一

个，累计已举办实岗锻炼3期、培训85人，其

中18人得到提拔晋升。从市县直单位选派

78名优秀年轻干部输送到乡村振兴一线，挂

职乡镇党委副书记，专门负责推进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工作，既充实基层力量，又提升干

部实战能力。举办“新时代青年干部特训

营”，择优选拔全市最优秀的“85后”科级干部

和“95后”高学历干部，连续3年跟踪培养锻

炼，目前已举办2期、培训122人，其中26人

得到提拔使用。同时，大兴调研之风，倡导干

而论道，举办年轻干部“建功论坛”和“知岗爱

岗讲岗论坛”，推动1万多名干部从一线走上

讲台，37名干得漂亮、讲得出彩的干部得到提

拔使用，在全市形成了发现干部、培养干部、

使用干部的贯通融合体系。

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始终把“敢不敢扛

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干部选拔

任用的重要考量，突出重基层、重实干、重实

践导向，制定《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

错的实施意见》《干部日常监督办法》等政策

规定，深入推进容错纠错和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让“有为者有位、无为者让位”。2022年

以来，该市累计容错纠错124人，重新启用曾

受处分影响期满表现出色的干部175人，调

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5人，推选50名“攻坚

克难担当作为”好干部，评选50名“松原最美

人物”，释放出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的强烈信号。

补齐办学短板 提高教育水平

前郭五中异址新建项目有序推进
本报讯（姜大宇）“今年3月8日复工以来，已经进行

了4栋教学楼模板拆除等工作，目前已完成一期工程4栋

教学楼主体封闭工作。”日前，前郭县第五高级中学异址

新建项目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2022年以来，前郭县本着办有良心教育、办有品位教

育、办负责任教育的宗旨，进一步改善办学环境、提升办

学质量、补齐办学短板，启动了前郭县第五高级中学异址

新建项目。

该项目占地面积13.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31

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5.35亿元，内设72个教学班，可容

纳3600名学生就读，年招生1200名。

项目预计2024年9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

善校园占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体育场馆建设等方面

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打造前郭县一流示范样板、松原

市一流自有品牌以及省内一流办学标准的高中学校提供

可能。

宁江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吉林油田

松南产区超额

完成一季度生

产 任 务 实 现

“开门红”。图

为吉林油田新

立采区大从井

16号平台。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市城郊供电公司积极组织

工作人员对春耕春灌供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全力保障

春耕备耕用电。

早规划、统筹安排、迅速行动，扎实推进春耕备耕各项工作。图为水稻种植户在翻地。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图为前郭县白依拉嘎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现场。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学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