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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廪实，天下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

业大市四平责无旁贷。

今年以来，四平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备春耕生产，农业部门主动站位，多部门各司其

职、联动作战，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安排。各

县（市）区将备春耕生产作为农村重点工作，坚

持“放开前头、卡住后头”，抓紧在雨后土地湿暖

之际，把地种在火候上，力争一次播种拿全苗，

为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截至5月11日，四平市全域大田墒情普遍

较好，籽粒玉米播种751.4万亩，占计划播种面

积的96.04%；鲜食玉米播种1.33万亩，占计划

播种面积的 28.42%；水稻已育秧 57.94 万亩，

100%完成；大豆播种8.2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

积的26.92%。

党政同责——

确保种植面积只增不减

四平市委、市政府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严格落实粮食播种面积和大豆油料扩种要

求，将目标任务全部分解落实到各县（市）区的

乡镇、村屯和地块，确保种植面积只增不减。

全市今年主粮作物计划播种887.5万亩，比省

定指标增加1.2万亩，比去年增加9.77万亩；

大豆计划播种 30.4 万亩，比去年增加 0.7 万

亩；油料作物计划播种22.85万亩，达到省定指

标要求。

抢抓农时，万象“耕”新。4月17日，四平市

春耕播种“第一锄”在双辽市服先镇向阳村启

动。首日播种3000亩，5月1日前后更是掀起春

耕生产高潮。按照“‘早’字当先，‘科’字引路，

‘新’字当头”的原则，双辽市坚持生产计划早安

排、惠农政策早发布、农资物品早准备、农机检

修早起步、优良技术早普及。广大干部群众抢

农时、忙农事，全力打好春耕生产关键仗。4月

24日，“双辽市2023年玉米播种现场会”在卧虎

镇协力村召开。会上，农机、农技专家分别就免

耕播种机操作要领、玉米保护性耕作、大垄双行

等关键技术进行了培训。协力村学文农机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张学武说：“多功能免耕播种机大

大提高了田间作业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跑出

了春耕播种的‘加速度’。今年合作社有100多

公顷耕地使用新型播种机进行魔化作业，将对

提升合作社整体收入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截

至5月11日，双辽市已完成粮食作物播种204.4

万亩，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76.99%。其中，种

植玉米198.5万亩、小麦0.5万亩、马铃薯0.6

万亩、各种瓜菜2.3万亩。

人勤春来早。4月21日上午，吉林省春耕

播种工作现场会议召开，与会代表走进梨树县

分会场观摩春耕现场，“零距离”感受现代农业

的春耕景象和发展脉动。在梨树县国家百万

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梨树

模式”核心展示区，一台台多功能免耕播种机

马力全开，伴随着阵阵轰鸣在田间往来穿梭。

与会代表实地察看“垄作少耕、宽窄行免耕、条

带旋耕”三大主体技术整地播种现场，直观感

受“用养结合”的土地利用模式。梨树今年全

县农作物种植计划 393.9 万亩，其中，玉米

339.1万亩、大豆11万亩、水稻14.45万亩、薯

类3.63万亩、其他农作物播种25.72万亩。截

至 5月 11 日，全县粮食作物已播种 327.46 万

亩，完成87.96%，其中，玉米已播319.75万亩，

完成 94.29%；水稻已育秧 17 万亩；薯类已播

3.45万亩，完成95.04%。

科技当先——

新技术新品种大范围推广

四平市积极落实落稳藏粮于技战略，充

分发挥多媒体教育优势，以线上培训为主导，

实施新素质农民冬春科技培训行动，创新开

展“百千万+”培训行动。组织 100 名知名专

家、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实用人才，录制 100期

科技培训视频资料，遴选1000名高素质农民，

利用微信群“田间大课堂”资源，辐射带动上

万名农民，构建了完整的线上科技培训体

系。截至4月末，培训农民9.8万人次。集成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520万亩、绿色防控技术

400万亩、土壤养分调控技术 2020万亩次，主

要粮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基本实现全覆

盖。继续巩固提高玉米、水稻、大豆等主导优

势品种覆盖能力，确保全市主粮作物良种覆

盖率达100%。

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网络途径和“12316”专家咨询服务平台，发

布新技术新做法，还成立了 10余个专家指导

组，深入乡镇村屯、田间地头，就农民关心的

农作物栽培、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问题

开展科技服务，为农民“出主意、支实招”。

截至目前，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351期，培训农

民 2.1 万人次，发放技术明白纸 3 万余份。

柳条乡党委副书记胡永超说：“通过参加技

术培训和试种，我们了解到水稻机械有序抛

秧技术具有成本低、效率高、返青快、分蘖

多、抗倒伏能力强等优点，而且相比人工抛

秧，平均每亩可增产 13%以上。今年，我们在

柳条村做试点，260 公顷耕地全部应用了这

种新技术。”

伊通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县融媒体

中心，组织农技专家开设以“七星福地、农兴

伊通”为主题的农民科技培训直播栏目，共播

出 21期，培训近 10万人次，提高了农技服务

覆盖水平。组织专家开展下乡服务活动，累

计出现场92次，发放农业技术材料3万余份，

推荐玉米、水稻、大豆主导品种23个，主推技

术18项。组织召开全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专家会，遴选规模合作社开展米豆间

作试验示范面积达500亩。4月 25日，全县春

耕生产及保护性耕作现场会在大孤山镇孟家

村召开，现场演示并讲解高质高效及保护性

耕作技术。

走进位于伊通镇前范村水稻育苗基地的

育秧大棚，春色伴着“夏意”扑面而来：齐刷刷

的秧苗已有几寸高，嫩绿嫩绿的十分养眼。“这

是丰收的‘好苗头’。8栋育苗大棚共计4.4万

平方米，全部稻苗已经进入三叶一心期，按照

这个长势，5月 12 日左右就能启动插秧工序

啦！”聚成现代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

玉艳说。

铁东区推广农机化新技术、新模式应用范

围，特别是免耕播种、化肥深施、高效植保，水

稻侧深施肥等绿色高效技术。推广的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实行氮、磷、钾肥按比例配方施

入，使作物得到全面合理的养分供应。针对不

同的土壤条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确保

一次播种夺全苗。铁东区永发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王大勇介绍：“今年，土壤墒情较

好，地温适宜。合作社经营土地11260亩，通过

吉农云平台提供的农业专家团队，量身定制了

种植方案，把全村土地细分成6000个地块，不

同地块采取不同种植方案，全部实施保护性耕

作模式，共有 17台免耕机进行播种作业。目

前，大田播种已基本完成。”

备耕充分——

资金物资提早到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春耕之于备耕亦是如

此。今春，四平在备春耕上用足了功夫，为适

时春耕提供了条件。

积极协调银信部门加快放贷，创新启动农

资采购3000元/公顷定金提前支付模式，引导

农民适时售粮变现，提高了农民自我筹集资金

能力。线上线下提早组织好种子、化肥、农药

等农资供应，畅通农资采购和运输渠道，确保

提前到位和不误农时。截至4月11日，全市就

已经实现了“三个到位”：备春耕资金24.59亿

元全部筹集到位；计划用种 1.81 万吨、用肥

44.81 万吨、用药 3243 吨全部下摆到位；10.3

万台套农用机械全部检修调试到位。农民合

作社直接到企业购买或农民组团购买玉米种

子占比65%，可以享受优惠价格，6000粒/每袋

约节省15元，1500粒/每斤约节省3.75元。春

播以来,全市农资市场种子、化肥、农药采购运

输渠道畅通，供应充足，质量较好，能够满足市

场需求。

在备耕期间，记者曾走访梨树县富民种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了热火朝天的生产场

景：毛籽剥绒、硫酸脱绒、重力精选、种子色选、

破籽磁选、包衣包装……全自动化加工流水线

满负荷运转，一袋袋种子装满了希望。“在种子

销售旺季，公司一直在抢速度抓生产，确保春

耕生产不误农时。截至 4月 20 日，各经营单

位、个体经营店农用物资储备量已达到春播需

求量的110%，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入户率达

100%。”公司董事长张彦民说。

梨树县金融部门充分利用“黑土阳光贷”

“黑金贷”等产品优势，加大金融助农惠农力

度，解决群众在生产经营中“急难愁盼”问题。

县农村信用联社副主任李凯表示，农联社发放

信用贷款，无需担保，根据粮食种植的总体投

入、自有资金、资金缺口等情况，按照每公顷1

万元的标准综合确定贷款额度。“有了这笔贷

款，买种子化肥心里有底了，粮食也不着急出

手，还能等来个好价钱！”办理完贷款手续后，

郭家店镇孙家屯村宁浩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凤

伟兴奋不已。

自今年2月起，伊通县不断加大农资调运

储备，各农资企业生产及销售运输体系，货源

充足，物价平稳，畅通无阻，能满足春耕生产的

各种需求。截至3月末，全县种肥已全部到位

入户，完成检修农机具2.99万台。在农田耕作

现场，小孤山镇张岗子村建军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李建军告诉记者：“今年，土壤墒情比去

年好多了，种肥供应充足、入户早，农机具保养

及时，一开播就是连续作战，估计现在播种率

得达到85%了。合作社流转和服务代耕代种面

积，从去年的6500亩扩大到7500亩，还新增了

2台免耕播种机，保护性耕作面积预计能达到

1400亩。”

铁东区以稳粮增豆为方向，优化种植结构

和作物品质，积极做好种子、农药、化肥、农膜

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储备，计划所需的春耕生产

资金15335万元、种子768吨、化肥19143吨、农

药 198 吨、农膜 630 吨，以及检修农机 1600 台

套，全部落实到位。

保障有力——

严格整治农资市场秩序

四平市、县两级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深入

企业、门店，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行动，

严格整治农资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坑农害农

违法行为，全力为备春耕生产保驾护航。截

至目前，全市出动执法人员1140余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 385台次，检查农资企业和门店 520

余家。

伊通县采取集中整治和日常监管相结合

的方式，严厉打击农资假冒伪劣、侵权套牌等

违法行为。开展春季农机安全监管工作，下发

了《关于切实加强春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和《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提醒农民

在春耕时节及农业机械使用过程中，切实做好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好农机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大整改，确保各类农机具以良好的技

术状态投入春耕生产。

铁西区农业农村局与公安、市场监督等

部门联合，开展了农资市场专项检查活动，

打击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全力保障农资

市场经营秩序。由于国道 102 线、303 线、四

梨大街等重要公路从铁西区农村区域穿过，

为保障春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平西乡、

区公安分局、区交警大队、区交通服务中心，

围绕重点单位、重点车辆和重点路段、重点

时段、重点违法行为，开展保春耕交通安全

整治行动，严控农用车无序违法违规上路，

严格限制车辆搭乘人数，维护春耕生产正常

秩序，杜绝了重大交通事故。共设置交通安

全劝导站 25 个，安排 36 名交通劝导员上岗

负责劝导活动。

四平市有针对性地优化惠农政策，在持续

加大宣传引导基础上，推动各地重点在大豆等

油料作物种植上，出台强农惠农补贴政策，确

保在2022年玉米生产者补贴921～1174元/公

顷、大豆生产者补贴4200～8325元/公顷、稻谷

生产者补贴1538～2327元/公顷、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1459～1922元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补贴

额度，充分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加快补贴发

放力度，目前，已受理农机购置补贴 7479 台

(套)，发放购置补贴1.34亿元。

坚持未雨绸缪。四平市农业农村、气象、

水利、应急等部门，建立专家会商机制，及早

研判农业气象年景和灾害发生趋势，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提前做好人员、水源、物资、农

用机具、增雨作业等防春旱准备，保质保量完

成全市“旱能浇、涝能排”标准化农田灌排体

系建设，统筹兼顾抗旱防涝工作两手抓、两不

误。

双辽市为完成今年粮食总产超过26亿斤

的目标，新建 12 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4.62 万亩高标准农田，排查整治 1447.1 公里

沟渠，创建了24个市乡两级粮油高产示范区，

合计1886公顷。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阮建

华表示，要继续加强与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协

调联动，确保全市286.5万亩农作物一次播种

苗齐、苗壮。

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精彩的画卷精彩的画卷
—— 四 平 市 备 春 耕 生 产 纪 实四 平 市 备 春 耕 生 产 纪 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维利崔维利 高鸿高鸿

铁西区永信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手正在检修机具。李坤 摄

梨树县百万亩绿色食品玉米标准化基地免耕播种作业现场。 李坤 航拍

郭家店凤凰山农机合作社正在准备施肥作业。李坤 摄

伊通镇水稻育苗棚室基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