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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白山松水间乍暖还寒，延边州的金达莱花

却悄然开放，一群群延边黄牛悠闲地在田地中啃食着秸

秆和刚刚长出的青草。

在全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进行得如

火如荼之际，延边州充分发挥品种资源和地方特色优势，

加大品种资源保护力度与推进品种资源开发利用相结

合，铸就延边黄牛产业发展新格局。

为品种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延边黄牛包括延边牛和延黄牛。延边牛是我国五大

优良地方品种之一，延黄牛是以延边牛为基础培育的新

品种肉用牛。几十年里，延边黄牛的养殖经历了从农耕

时主要劳动力到现代社会高档牛肉生产的发展变化。

2008年，经过几十年不懈的选育，延边州成功培育出

由延边牛与法国利木赞牛杂交的延黄牛，通过了国家新

品种审定，成为当时全国主推的两大肉用牛品种之一。

“延黄牛解决了延边牛产肉量少、生长慢的问题，拓宽了

养殖场户的致富路。”延边州畜牧总站站长张魁说。目

前，延边州内有国家级种公牛站1个、延边牛保种场2个、

核心育种场1个，省级育种场1个，品种保护工作在国内

处于领先位置。

延边黄牛以体格健壮、肉质细腻鲜美闻名，延边畜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剑指着几十头体格硕大的

延边黄牛种公牛向记者介绍说：“这些都是真正的延黄牛

和延边牛，只有品种资源保护好，才能有好牛、好肉。”该

企业积极推进良种繁育工作更新升级，并与吉林大学、吉

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省内外的多

所高校开展研发合作。在延边畜牧开发集团的种质资源

场，还饲养延边黄牛基础母牛1000多头，是我国最早的延

边牛种源基地，也是延边牛保护区核心区。基地建立以

来，已累计向东北三省提供延边黄牛优秀种公牛1000多

头，基础母牛6000头，生产胚胎2000余枚。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2022年6月起，延边州制

定实施了《支持延边黄牛品质提升实施方案》《支持延边

黄牛品种资源保护与选育提高实施方案》，为培育延边黄

牛高档肉、全面推动延边黄牛提纯复壮和选育提高工作

提供技术指南。

划定保护区保护品种资源

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以来，为了

加强延边黄牛品种资源保护，根据延边黄牛养殖数据、分

布数据，延边州依法划定了延边黄牛保护区，2022年5月

23日出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延边

黄牛保护区的决定》，对延边黄牛种源作出保护。根据延

边黄牛的实际养殖规模和保护管理的需要，延边州分区

施策，将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和缓冲区，缓冲区就是保护

区整体范围以内、核心区以外的行政区域。同时延边州

加大对延边黄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支持、投入力

度，保护区建设实行目标管理，州、县（市）、乡镇人民政府

分别签订延边黄牛保护区建设责任状，延边黄牛品种资

源保护工作列入县（市）绩效考核项目。

张魁说：“为了加强延边黄牛品种资源保护，州农业

农村局定期组织开展保护区、保种场延边黄牛品种资源

调查与评价，同时建立延边黄牛品种资源档案。2022年，

我们在延边畜牧开发集团登记测定了125头延边黄牛数

据，今年截至目前，在珲春吉兴牧业登记测定了217头延

边黄牛数据，这些数据是开展延边黄牛保种、育种工作最

重要的基础性数据。”

好牛肉卖出好价钱

延边黄牛肉质好是国内肉牛行业公认的。由于肌

纤维较细、保水性良好，因此肉质细嫩多汁。经测定，

延边黄牛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于日本和牛和韩国韩

牛，富含锰、锌、硒等微量元素，因此营养丰富；谷氨酸

和油酸等含量高，因此味道鲜美；肌间脂肪分布均匀、

色泽洁白，大理石花纹结构清晰、细密，因此具有高档

牛肉特质。

好牛肉来源于好牛种。在龙井市的延边畜牧开发集

团犇福牧场的一排排标准化牛舍里，上百头肥壮的育肥

牛各个毛色光亮、膘肥体壮。这些牛经过短期、中期、长

期育肥，通过科学化管理，标准化生产，经现代化屠宰生

产线屠宰、排酸、分割、生产出具有高品位的优质延边黄

牛肉，具有绿色、有机、无公害、质量体系认证俱全等特

点，产品安全可靠，味美多汁，适合原味食用。除了牛肉

以外，作为龙头企业，畜牧开发集团已开发深加工牛肉产

品30余种。

延边州紧紧抓住致富“牛鼻子”，以“延边黄牛”为重

点，通过延边黄牛产业发展、良种繁育及肉牛基础母牛

扩群、金融保险等“秸秆变肉”工程产业扶持政策，鼓励

中小养殖户发展规模化养殖，支持现有的规模养殖场扩

大规模，带动农户、脱贫户增收。目前，延边州肉牛饲养

总量为65.44万头，其中延黄牛8万余头，与市场普通牛

肉相比，延黄牛每斤至少多卖10元钱。随着产业链条的

拓展，企业带动养殖户受益，延黄牛已经变身成致富的

“黄金牛”。

“黄牛”变成“黄金牛”
——延边州发展肉牛产业纪实

本报记者 冯超

今年33岁的单丽娟是永吉县大龙家庭农场负责人，

与丈夫共同经营着这份充满希望的事业。虽然年轻，她

却扎根黑土地，打造着专属农产品特色品牌，把自己的

农产品推向市场，实现了带动乡邻共同致富的愿望。

单丽娟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务农，是远近闻名的既能

吃苦又有想法的女孩。虽然年轻，她却很有拼劲儿和闯

劲儿。丈夫齐龙也是一位敢拼、肯干的小伙子。与多数

进城务工的年轻农民不同，夫妻俩婚后一拍即合，哪也

不去，就在家乡辽阔的黑土地上做文章，靠勤劳的双手

实现致富的梦想。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积累了一些资金。从2018年

开始，夫妻俩通过承包和流转村里的耕地，耕作面积从

原来的3公顷扩大到18.2公顷。农机具方面，在原有的

1台手扶拖拉机的基础上，又购进1台耕王354中型拖拉

机，并成立永吉县大龙家庭农场。由于注重种植技术和

田间管理，再加上出租农机具，他们的收入从最初的1万

多元迅速增加到10万元。2019年，永吉县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工程在双河镇招生，单丽娟听说后立即报了名。

这次学习让单丽娟有了很多收获，经营理念也发生

很大转变。经过省内外的参观学习和在吉林农业科技

学院的系统理论培训，单丽娟学到了科学的田间管理方

法，也有了更加严谨的科学种田态度。在学习中，柳河

县“大米姐”管延丽的事迹给了她创业的决心和勇气，辽

宁省宽甸县河口生态园的经营管理启发了她开展多种

经营的思路，辽宁省大梨树人的大干、苦干加巧干的

“干”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在此次新型经营主体带

头人的培训中，单丽娟成为参训学员中的优秀学员。

通过参观学习和系统培训，单丽娟有了满满的收

获——视野更广阔了，致富思路拓宽了，发展信心更足

了。她觉得自己的经营规模太小了，想法太保守了。

于是，单丽娟和丈夫商量，2020年扩大经营规模，在家

庭农场原有耕地的基础上，又投入30万元承包了22.5

公顷耕地，增加了1台东方红904大中型拖拉机。

在创业中，他们意识到：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带动

家乡的农业发展是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随着耕地

面积的不断扩大，不仅自家农场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

高，他们还将农机具低价出租给周边农民，并在技术

上进行无私帮助和指导，帮助乡亲们提高生产、实现

共同富裕。

圆梦黑土地
——记永吉县大龙家庭农场负责人单丽娟

本报记者 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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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日前，白城市洮北区抢抓施工黄金期，开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

在洮河镇洮河农场高标准农田施工现场，推土机、水泥罐车等大

型机械在田间往来穿梭作业，项目现场正在进行的是水渠底板浇筑作

业，工人们开沟渠、支盒子、绑钢筋、浇筑水泥、振捣排气，一道道工序

衔接紧密，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据介绍，项目在抢进度赶工期的同时，严把质量关，严格按照施

工要求进行，并派驻技术人员全程跟踪，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洮北区目前施工的是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面积为

8.5万亩，总投资将达1.2亿元。建设地点覆盖洮河镇、林海镇、金祥

乡、平台镇、德顺乡和保民农场6个乡镇，涉及23个标段。

近年来，洮北区不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共建成高标准农

田63.54万亩，项目涉及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输配

电、科技推广措施和农田生态林网等工程，有效解决了排灌不畅、田

块零散、机耕不便等制约农业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田成方、渠相连、

路相通、地平整、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农业种植格局，为实现粮食稳

产增产、促进农民增收、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红色引擎”赋能春灌

本报讯（张薇薇 李欢）今年以来，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党委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以“一红多专”为主题的“1+N”红色企业文

化岗位实践活动，以党建引领服务三农，保障春耕春灌安全可靠供电。

他们充分发挥红色企业文化在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保障作

用，通过无人机巡检，精准定位隐蔽性较强的故障点，结合红外测温

结果，完成消缺，为春耕春灌保电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做好应急

供电服务保障，强化排灌设施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保证设备处于健康

状态，确保春耕春灌期间农户生产用电安全可靠。

另外，他们通过宣传栏、发放宣传单、微信群、朋友圈等载体和平

台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和办电流程，开辟春耕用电“绿色通道”，切实解

决春耕农户用电困难，以暖心电力服务，不断增强广大用户的安全

感、幸福感、获得感。

为春灌提供电力保障

本报讯（刘嵬嵬 葛桢煜）为确保春耕供电可靠运行，日前，国网

白城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走进四棵树乡红旗大棚，为农户提供用电

检查服务，为春耕春灌提供电力保障。

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入田间地头，穿梭在大棚内，检修线路，保障

春耕春灌用电。他们主动上门了解春耕用电需求，进行“地毯式”排

查，加强供电线路、设施的巡视检修，及时消除可能存在的用电安全

隐患，使红旗大棚内焕发出勃勃生机，确保农户春耕春灌按时、安全、

顺利进行。同时，队员们还对重要企业及高危用户进行走访，向用户

宣传用电政策，实现企业和电力企业的“双赢”。

截至目前，党员服务队共走访排查企业用电11家，征求意见建议

7条，为5家企业用电消除用电隐患。保证春耕春灌时期用电稳定。

开展盐碱耕地治理试点

本报讯（刘多）为有效改善土壤质量，近年来，农安县开展盐碱耕

地治理试点，实施规模2.4万亩。

经过治理，盐碱耕地质量综合等级提升，土壤含盐量低于

0.3%。该项目涉及4个乡镇7个村。他们采用的技术模式为“增施农

家肥+增施土壤调理剂”，2项技术在同一项目区同时实施。该项目

已经实施3年，目前在三岗镇和巴吉垒镇建立两个千亩示范区。

本报讯（伊少军 记者毕玮琳 高瑞华）“在去年3.5万亩甜糯玉

米种植面积的基础上，今年将达到4万亩，近期与农民陆续签好了土

地流转合同，今年的产量会有个飞跃。”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齐新江对记者说。

走进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大厅，不仅有鲜食玉米、

果蔬类系列产品，还有新研发的真空充氮玉米粒、真空玉米杯、真空

保鲜南瓜、真空保鲜地瓜等产品，这些产品先后获得14项实用新型

专利、9项外观设计专利。

“近年来，我们公司的项目建设、生产加工都离不开国网公主岭

市供电公司的电力保障，他们帮助消除设备安全隐患、指导安全用电

注意事项，确保客户安全可靠用电、加足马力生产。”吉林省农嫂食品

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王晓敏说。除了定期检修外，供电干部还随叫

随到，尤其是在生产时。

公主岭市是我省玉米主要产区，年销售鲜食玉米4亿穗，产值达

14亿元，鲜食玉米网红品牌就位于公主岭市。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

公司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政府帮扶、政策支持、市场利

好等综合因素的驱动下，公司的鲜食玉米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

头，在16个国家和地区的餐桌上，都有“农嫂”玉米的身影。

着力发展鲜食玉米产业

本报讯（李波 记者任胜章）近日，伊通满族自治

县开展全县河湖岸线利用建设项目和特定活动清理

整治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县域内河湖管理保护，维

护河湖健康生态。行动开展以来，伊通满族自治县河

长制办公室组织河长制成员单位，成立专项行动检查

组，开展主动排查，解决河湖实际问题。

此次专项整治对象为河道管理范围内已建、在建

的建设项目和特定活动，主要包括跨河、穿河、穿堤、

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

等工程设施。特定活动主要包括弃置砂石或者淤泥，

爆破、钻探、挖筑鱼塘，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开釆地

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另外，包括涉及岸线利用的

岸线整治修复、生态廊道建设、滩地生态治理、公共体

育设施、渔业养殖设施、航运设施、航道整治工程、造

（修、拆）船项目、文体活动等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或特定活动。

截至目前，他们已对县域内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

以上的46条河流和全部湖泊进行全面排查，共排查出

338处相关点位，形成河湖岸线利用建设项目和特定

活动清理整治相关清单台账，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留档

和上报。

伊通：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本报讯（记者王伟）近日，走进位于舒兰市吉舒街道的东富棒槌

沟蔬菜产业园，一排排蔬菜大棚首尾相接，整齐有序。棚内秧苗郁郁

葱葱，工人们正紧张地忙碌着。

吉舒街道充分发挥近郊优势，把发展棚膜经济作为农业提质增

效、农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作为保障和丰富居民“菜篮子”的主抓

手，推动棚膜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特色化、智慧化、高效化发展。

蔬菜产业园总占地面积40公顷，通过发展科技农业种植反季节

果蔬，实现各类时令果蔬一年四季循环种植，在保障农产品及时供应

的同时，也让大棚种植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有力举措。产业园预计

年产各类果蔬1000吨，总产值2300万元，总利润1000万元，带动村

集体收入10万元。

据介绍，去年，吉舒街道建设了“东富棒槌沟蔬菜产业园”，棚室

设施200余栋。产品包括大樱桃、香瓜、豆角、西红柿等五大类、十几

个品种，园区的建成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的就地就业问题。今年，将以

“天合、吉舒、东富”为点，沿五桦线构建棚膜经济产业带，打造东北蔬

菜集散地，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东富棒槌沟蔬菜产业园已开园，为舒兰百姓提供西红

柿、樱桃、黄瓜、香瓜、豆角、木耳等种类丰富的果蔬，丰富城乡居民

“菜篮子”。

棚膜经济丰富百姓“菜篮子”

本报讯（王志鹏 陈宝林 燕道峰）通榆县坚持自

然恢复与人工促进相结合原则，高度重视绿水长廊建

设，强化组织领导，联合水利、住建、发改、林草、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多举措打造绿水长廊建设。

今年初，通榆县河长制办公室与各部门积极沟

通谋划项目，经过努力，成功谋划了住建、发改、林草

和水利等 21个项目；3月，通榆县林草湿生态连通工

程示范项目、通榆县河湖连通工程兴隆灌区干渠生

态绿水长廊项目和向海水库 C段绿水长廊项目开工

建设。目前，通榆县林草湿生态连通工程示范项目

种植羊草和水稗草 3.5 公里，种植枸杞树 4.5 公里、

白城市科尔沁沙地北缘综合治理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项目种植羊草和水稗草 10.5 公里，通榆县河湖连通

工程兴隆灌区干渠生态绿水长廊项目、绿水湖绿水

长廊项目和四海泡子绿水长廊项目等已初具规模。

在项目资金投入方面，通榆县积极争取各部门

的国家项目资金用于绿水长廊项目建设；积极争取

专项债资金，如通榆县河湖连通工程兴隆灌区干渠

生态绿水长廊项目利用专项债资金；发动社会资本

建设绿水长廊，如绿水湖绿水长廊项目和四海泡子

绿水长廊项目。

通榆：多举措打造绿水长廊

养殖场中的储备肉牛 本报记者 冯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