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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载风霜磨砺，见证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变迁；二十余

载奋楫笃行，展示了农业科技带来的巨大变化；二十余载春华

秋实，分享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在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进程中，第二

十二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盛装登场。

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把握“三农”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第

二十二届长春农博会因时而异、与时俱进，采取“线上＋线下”

展览模式，围绕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集中展示现代农业发展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搭建

引资引智引技、品牌推介、贸易洽谈、产销对接及交流合作新

平台。

黑土地上的“农博之花”，在这个火红的八月，再次绚烂

绽放。

示范引领新技术新模式

规模逐年扩大、内涵日益丰富、影响力与日俱增……从

2000年到2023年，从第1届到第22届，作为我省“金字招牌”

的长春农博会，实现了从水泥地到黑土地、由夏季举办到冬夏

联动、由政府临时抽调办展到成立常设机构的转变，实现了农

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新设施、新模式的迭代创新，为我

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新能源、培育新动能。

本届农博会以“发展数字农业、引领产业发展、增强交易功

能、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共安排“品牌展销与设施装备、产业

示范与科普教育、经贸论坛与赛事活动”三大板块41项活动内

容，集中展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示范高新科技成果，推动农业

合作交流，搭建农产品交易平台，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让我们走进农博园各大展区，感受我省农业日新月异、扎

根沃土、不断调整、完善升级的成果展示。主、辅展馆1—6号

展厅，荟萃了来自国内外各地的名优农产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数字农业企业、供销特色农产品和食品机械，全国闻名

的吉林大米、吉林玉米、吉林杂粮杂豆、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食

用菌、吉林优质畜产品、吉林梅花鹿等“吉字号”品牌企业优质

农副产品纷纷亮相，“乡土吉林·巧姐优品”“数字农业”“国际

展品”“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等展区让百姓大开眼界，饱

口福又饱眼福。

今年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本届农博会新增“强国之路”“吉林振

兴”主题展厅，以农业元素和创意农业方式进行设计，集中展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历程和我省农业的发展成果。

进入占地5.3万平方米的农业机械装备展示区，来自国内

外300多家大型农业机械设施设备产销企业及清洁能源设备、

秸秆综合利用设备企业生产的耕种收全程农机化配套机械、

植保机械、储运加工机械、农业工程施工机械及大型农机具等

上千台（套）智能化农机设施设备一应俱全。现场还将进行高

新智能农业机械装备示范演练，促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

在大田技术模式区，12个室外种植小区星罗棋布，集中展

示示范农作物、蔬菜、果树、杂粮杂豆、长白山野生药用植物等

优质品种，推广黑土地保护利用、玉米水肥一体化等适用于农

业生产实践的新技术、新设施和新模式。同时展示其转化（中

试）的深加工农产品，提供免费品鉴。

移步于高新设施农业展示区，首先看到的是农博园核心

技术装备——6万平方米的连栋智能温室，集成国内外高新科

技农业、设施农业发展的成果，融合了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的

内容，集示范性、观赏性、科普性于一体，包含高新无土栽培

区、生产型无土栽培展示区、基质栽培技术展示区、热带果树

园、鲜切花卉园、沙漠植物园等9个特色种植区，规模之大、科

技含量之高国内少有，直追当今世界设施园艺的最前沿。

此外，菌菜产业、美丽宜居农宅、精品畜牧业、生产资料、

珍禽等均有单独展示区，全面展现我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辉

煌成就。

向国际化智能化迈进

商家的市场、专家的讲坛、农民的节日、市民的乐园。本

届农博会强化引资引智作用，主体活动与特色活动交相辉映。

科普教育，助农兴农。由省科协主办的农业科普大集，采取

实物展示、“科技小院”场景搭建、科技小院师生答疑等形式，现场

免费发放10万册科普图书，宣传推介我省50家“科技小院”和乡

村振兴政策，农业科技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医疗专家开展健康义

诊服务，有效解决农业生产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经贸论坛，交流互动。展会期间举办全国百户企业进吉

林、供销特色农产品展销推广、首届农业科技成果路演推介、

预制菜产业联盟启动、第六届中国生态农业可再生资源循环

发展及现代农业机械行业论坛等活动，开展农业全领域招商

引资、项目洽谈、宣传推介及会上签约等仪式，引进一批科技

水平高、发展前景广、回报潜力大、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的优

势项目。

赛事活动异彩纷呈

第十二届长春（榆树）农民节、第三届吉林农民网红直播

带货大赛、第七届农民趣味运动会、“吉林特产网杯”网红直播

带货大赛等农民文化活动在展会期间火热举办。农民各展绝

活，歌唱祖国和美好幸福生活，进一步展示我省农民和谐向上

的精神风貌。

为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本届农博会整合

现有资源，打通农业全产业链条，实现展产互促、融链，线上线

下深度融合的“10+365”会展新模式。创新性应用元宇宙智能

化场景，打造全国首个元宇宙模式线上农业展会。通过结合

虚拟现实的元宇宙空间，实现线上博览、交易、体验、研学等功

能。同时，依托农博云商城在线设置“吉林名优商品贸易展销

区”和“国际进出口商品贸易展销区”，帮助企业拓展在线交易

渠道，提升参展附加值。

时光不老，大道惟新。长春农博会正在求新、革新、创新

中积蓄前行的力量，奋力用智慧和汗水谱写我省新时代“三

农”发展新篇章。

““农博之花农博之花””绽芳华绽芳华
——写在第二十二届长春农博会举办之际写在第二十二届长春农博会举办之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闫虹瑾闫虹瑾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日，记者来到占地3万平方米

的长春农博园现代新型农机装备展区。展区内参展的有

动力机械、植保机械、牧草业机械、林果业机械、设施农业

装备……应有尽有。本届农博会共邀请省内外200多家农

机生产企业、近千台（件）农业机械参展，展示产品主要有

智能型拖拉机、谷物收获机、移动式烘干机、玉米收获机等

现代化农机和设施农业装备以及智慧农机终端设备等。

据长春农博园农机展区负责人张树梁介绍，与往年相

比，门类齐全，极具地域特色。今年现代新型农机装备展区

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结合。本届农博

会参展产品既有国内知名农机企业产品，也有国外新型现代

农机产品。二是省内产品与省外产品结合。在众多参展产

品中，既有省内传统农机生产企业的最新产品，也有省外农

机大型企业的创新型产品。三是农机化与信息化结合。既

有谷物收获机、移动式烘干机、玉米收获机、小籽粒播种机、

谷子脱粒机、打捆机、农产品加工机械等传统农机具的展示，

也有新型的智能拖拉机、智慧农机终端设备等新型农业设备

的展示。四是动静结合。既有静态的机具产品介绍，也有动

态的自动驾驶动力机械演示。

从历年举办农博会的农机展区现场，可以看出农机具从

机械化、自动化走向智能化、科技化的实物展示。此次农博

会农机展区设置了VR体验区，虚拟与现实结合，顾客既可以

实地观看无人机飞行演示，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身临其

境，感受农机新技术和别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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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供销合作社系统以“吉字号”农产品品牌建设为抓手，

大力推介供销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产品产业链条品牌化、一体化，加

快“吉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全面提升吉林农业竞争力、影响力和

带动力。

打造供销品牌新优势，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吉林省供销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省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禀赋，发挥供销系统独特资源优

势，全力打造吉林省区域公用品牌“吉字号”和自有农产品品牌“合禾源”

“哈泥河”。创办“吉林省吉字号农产品推广中心”，打造吉林省农产品金

字招牌。目前，公司拥有自有品牌“合禾源”延边大米、白城杂粮杂豆、汪

清木耳三个系列21款产品，“哈泥河”北冰红冰葡萄酒两款产品。

吉林市供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合推介当地名、优、土、特、新等区

域农产品，着力培育竞争力强、知名度高、影响范围广的“吉字号”农产品

品牌。2021年底，率先推出了供销特色公共品牌“吉品贡”。目前，“吉

品贡”已注册农产品类别商标16项，涵盖270个优质农产品品类。

省供销合作社打造供销特色农产品品牌，不断完善、充实供销“吉字

号”特色农产品品牌目录库，收录了约251家企业、275个品牌农产品，联

合长春农博会组委会累计评选出“吉字号”供销特色金牌农产品94个。

推介供销特色农产品，推动品牌建设新发展。年初以来，省供销合作

社在省内外先后组织开展了10次“吉字号”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共有400

多家企业、16大类2800多个品种农产品参展，实现线上线下销售额312万

元，达成签约金额4667万元。为进一步宣传推介吉林特色农产品，带动我

省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去，今年上半年，省供销社先后组织参加了在深圳

举办的2023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会等。

吉林省供销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我省“832平台”（脱贫地区

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运营工作。目前，平台已入驻商家257户，上架

商品7051款。今年5月18日，省供销合作社与省财政厅、省乡村振兴局

一道组织来自镇赉县、汪清县、安图县等8个国家级脱贫县30多家企业，

参加了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办、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协办的2023年

“832平台”产销对接会，全力推介我省脱贫地区农产品走向全国。2023

年1—7月，我省“832平台”实现销售额1.04亿元，累计销售额9.18亿

元，为巩固我省脱贫攻坚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

打造“吉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
——省供销合作社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小记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本报讯（记者冯超）随着我省农业三产融

合的深入发展，乡村旅游逐渐热起来。本届

农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同步举办了乡村旅游

文创展区，通过展示、互动、推介等形式，线上

线下集中宣传展示我省乡村旅游新业态、新

产品及旅游富民新成果。

在长春农博园19号门附近，“延吉恐龙

王国”的标识和恐龙的卡通形象，吸引着市民

及游客驻足拍照打卡，这里是乡村旅游文创

展区，以“全民参与，旅游兴省”为主题，由艺

术乡村、富裕乡村、美好乡村、乡村好物组

成。在展区内，通过绿色、开放、时尚、乡愁等

多种元素的创意设计，让所展示的乡村旅游

文化，具有视觉冲击力、特色辨识度和文化感

染力。市民及游客可以现场喝一杯通化葡萄

酒、品一口延边泡菜等，通过品尝我省各地土

特产了解当地民风民俗。

随着近年来户外露营的兴起，户外露营

营地等相关展示在这个展区内格外引人注

目，现场不少小朋友钻进帐篷体验了起来。

在展区，乡村旅游文创产品和特色商品吸引

了游客的注意，带有地区标识的咖啡杯，成为

游客“打卡”伴手礼。通过文创产品的展示，

不但拓展了企业销售渠道，推动了乡村旅游

商品创作研发，还大大提升了我省乡村旅游

商品知名度。通过在农博会上经验交流、资

料宣传、产品展示等，宣传推广我省乡村旅游

富民新模式。

记者了解到，乡村旅游文创展区由延边

会展经济服务协会牵头，整合省内高知名度

的旅游企业参与其中，代表性企业延吉恐龙

王国、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长春市旅

游协会等知名企业和景区。整场展区涵盖乡

村旅游、生态旅游、景区推介、文化艺术宣传、

教育行业推广、土特产特卖等，成为长春农博

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外，在农博园3号门停车场附近，还设有

“电影嘉年华”园区，占地1.5万平方米，在这里

可以体验“古风国潮”“年代复古”“科幻航天”等

三大主题，通过借助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复

刻了长春这座电影城的电影产业发展历程，展

现了长春独具文化韵味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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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长春农博园高新无土栽培区，

一处长势良好的“番茄树”悬挂在空中，吸

引了记者和众多参观者的目光。红彤彤的

番茄挂满了藤蔓，枝叶向空中伸展，甚是好

看。据介绍，这里的番茄是典型的树状无

土栽培模式，除了番茄树，这里还有冬瓜树

和蛇瓜树，形成了一个“空中菜园”。

“种菜不用土，周期短、产量高，品质还

特别好……”长春农博园高新无土栽培区

负责人王建君对记者说。长春农博园不仅

为蔬菜种植赋予了新的“外形”，还让种出

来的蔬菜更加美味健康。“这种树状无土栽

培能够提高单株植物的极限产量，我们这

儿的番茄树一株就能结出1500公斤的果

实，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科普性。”

王建君说。

在番茄树的不远处，还有更新奇的场

景——韭菜被固定在漂浮板上，大面积浮

在水上生长，长得格外浓密、挺拔。“我们的

水培韭菜技术，通过科学的营养液配方调

控，不使用农药，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壤农药

残留问题，既改善了夏天韭菜的口感，又大

幅提高了产量，为传统韭菜种植的成功转型

蹚出了新路子，也让大家吃起来更放心。”王

建君如是说。对于其他蔬菜的种植，无土栽

培技术也可以有效防止土壤连作病害及土

壤盐分积累造成的各种问题，充分满足作物

对环境条件的需要。同时，栽培使用的基本

材料又可以循环利用，因此具有省水、省肥、

省工、高产优质等特点。目前，这里已经建

设成为组合型、立体化、观光式的栽培园，

充分展示各种栽培模式和技术。

新技术让人脑洞大开
——长春农博园高新无土栽培区见闻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曾庆伟

▲在长春农博园农作物示范园，大

南瓜、大西瓜等农作物等吸引游人驻足

观赏。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在长春农博园高新无土栽培区，各种新奇特农作物吸引众多观众前来观看。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

在
第
二
十
二
届
长
春
农
博
会
农
机
展

区
，
参
观
者
正
在
选
购
拖
拉
机
。

本
报
记
者

张
野

摄

▲

在第22届长春农博园珍禽园，姿态华美的

孔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本报记者 张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