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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育苗、插秧到收割全程机械化，蛟
河市拉法街中才水稻专业合作社社员拿
到的分红比去年增加了三成以上；永吉县
一拉溪镇九月丰家庭农场里翻滚的稻浪、
穿梭的收割机、往来的车辆，构成一派丰
收的景象；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的有机大米“稻花香”和“小町香”10月初
就上市了，已发往上海、广东、海南等多个
省市；磐石市朝阳山镇的一片稻田里，多
台收割机正在忙碌着，收获的水稻立即被
打包收储；在桦甸市出彩农业的大豆种植
基地内，大豆收割已经完成 60%，亩产也
将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记者在“金九银
十”的秋收时节，在吉林市各县（市）区所
见所闻，都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年初以来，吉林市农业农村局先后组
织实施绿色高产高效、粮油规模种植主体
单产提升行动、玉米大豆“一喷多促”、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农业防灾减灾等项
目，累计投入资金7000余万元；实施重大
病虫害防治25.75万亩、促作物早熟186万
亩、支持 36 个农民合作社和 34 个家庭农
场致力于提升粮食单产水平，优化粮食生
产组织方式，扩大先进技术应用面积，提
高主要粮油作物关键技术模式到位率和
覆盖率，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基础。

今年，吉林市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1090.09万亩，比上年增加32.06万亩；粮食
产量有望达到96亿斤以上，再获大丰收。
截至 10 月 19 日，全市已完成粮食收获面
积621.73万亩，其中，玉米394.36万亩、水
稻 158.51 万亩、大豆 53.95 万亩、其他（杂
粮杂豆、薯类）5.91万亩。预计11月初，全
市秋收工作基本完成。

多措并举提高粮食产量

今年，吉林市围绕提高粮食单产、增加总产

的目标，指导农民落实玉米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

等粮食生产增产增效技术24项以上，推广优质

品种45个，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75.8万亩；

开展肥沃耕层建设，实施地力培肥面积46.46万

亩；开展灌溉和排水工程、农田防护工程建设，共

建设岸坡防护工程45108米，沟道治理53667米，

坡面防护工程2531米；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指

导，培训高素质农民2200余人，辐射带动农民3

万人以上。

积极组织实施2023年秋粮“一喷多促”项

目，促进壮苗稳长和灾后恢复。全力抓好草地贪

夜蛾监测防控，安装使用太阳能智能昆虫性诱设

备2台，安装草地贪夜蛾专用诱捕器2118套，组

织实施生物防治水稻二化螟面积2.6万亩，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面积2.3万亩。

此外，吉林市还提前动员广大群众，在秋收

前做好农机检修维护，及时更换破损部件，确保

机具正常运转；对机具不足的地方，引导农民抓

紧购置收获机具，支持农机具跨区作业，保证秋

收作业需求。同时，指导农民做好粮食庭院收储

管理，包括玉米收获后的收储管理，做好离地通

风、防霉立体储存，预防受潮霉变，做到安全储

粮；水稻、大豆收获后要及时晾晒，防止霉变。

各县（市）秋收进入高潮

在桦甸市的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的大豆种植基地中，开镰收割是从10月7日开

始的。据介绍，该公司种植大豆607公顷，截至

目前，大豆收割已完成60%。种植基地负责人张

晓慧说：“今年种植基地的大豆籽粒饱满，据测

算，亩产已达到500斤，比去年增产50斤/亩。我

们现在正加班加点收割，计划25日收完。”

连日来，磐石市各乡镇趁着晴好天气抢收水

稻。在吉昌镇倒木鲜村，一排排联合收割机在田

间来回穿梭，饱满的稻穗被收割机“吞”进去，粒

粒金黄的稻粒尽入“囊中”，一下午的时间就能收

40余亩水稻。其他乡镇也呈现出同样繁忙的收

割景象。牛心镇兰家村合作社负责人谷月宝说：

“我们合作社水稻品种优质，今年种植面积达到

了1050亩，这两天正在进行水稻抢收。从数据

来看，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增加了。”

在位于永吉县的省绿星米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玉国查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稻米，喜上眉

梢。他说，今年企业在万昌镇种植了1630亩水

稻，从9月14日开始收割，截至目前，已经收储完

毕。今年的水稻产量也比往年提高了10%左右，

出米率提高了20%左右，产值预计比去年提升

20%至30%。

舒兰市平安镇学明家庭农场今年种植了127

公顷水稻，其中有43公顷是有机优质水稻。农

场利用稻田鸭来除草，鸭子的排泄物可以为稻田

提供一定量的肥料，从而使水稻增产5%到7%左

右。“9月20日左右开始大面积收割，10月3日就

收完了，比往年还早了四五天呢。”农场主李学明

高兴地说，“今年，我还要通过直播进行销售，让

全国人民品尝一下我们舒兰好大米！”

在蛟河市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收割机驶过

金黄的稻田，稻粒从收割机的管道倾泻而下，装

满了路边的运输车。运输车把水稻送到天北镇

永进村的烘干塔烘干，再转运到天北粮库储存。

“今年风调雨顺，下霜晚，预计水稻亩产比去年要

高出一两百斤，稻花香亩产量能达到1700斤。”

产业园相关负责人刘伟刚说，他们正在抢抓晴好

天气，利用机械化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做好秋收下阶段工作

秋收未完，吉林市有关部门已经

开始开展下一步工作。搞好宣传，

适时秋收。吉林市鼓励农民对水

稻、大豆要抢收快收，避免灾害天气

给粮食生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

玉米要根据成熟情况，引导农民适

时收获，提高质量。要充分发挥农

业机械的作用，扩大机收面积，加快

收获进度。

发布气象信息，指导农户科学

储粮。吉林市有关部门对露天堆放

的玉米、水稻，建议采取“上栈子”

“码趟子”等措施，并根据气温情况

及时进行翻堆倒垛。对于脱粒完后

的玉米，应及早出售，暂时不能出售的，避免大堆

存放，要经常检查粮情，并选择码风垛、晾晒等方

法降水，保证阴凉、干燥、通风。对收获的粮食要

做到科学、安全储存，做到通风、透光、避雨保存，

防止发生霉变等问题。对手工收割的水稻，要将

稻捆移到坡岗处，避免泡在水中。

确保秋收安全。吉林市突出抓好农机安全

生产，严格按农机操作规程使用机械设备，禁止

违规载人，为秋收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及早为明年春耕生产做好准备工作。在抓

好秋收工作的同时，吉林市将加快水稻秋备土、

秸秆离田和秋季黑土地保护等工作，为明年粮食

生产创造条件。

秋收有序优质效 粮食产量创新高
——吉 林 市 秋 收 工 作 扫 描

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吉林市昌邑区加

大投资力度，持续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实施便民保

障、街区改造、城市绿化等举措，努力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人居品质，让居民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老商业街添时尚。彩色人行步道、时尚彩绘

墙面、雅致的餐饮店，改造升级的武昌路成为吉林

市一处新的时尚商业街区。

武昌路临近财富购物广场和东市场商圈，街

区周围人气旺盛，商业娱乐气息浓厚。为解决交

通拥堵、配套设施不够完善、购物及步行体验感差

等问题，昌邑区于今年6月启动示范街区建设项

目。他们对武昌路两侧违法建筑进行集中拆除整

治，新建市政道路、人行道方砖、雨水管网以及墙

面美化彩绘，翻建街区内部支路。

道路两侧路灯、边石、树池和围墙也进行了改

造，设置景观小品，配套安装了健身器材、石桌凳

等便民设施。目前，项目主体已竣工，正在进行线

缆落地等收尾工作。随着环境的变化，武昌路上

新开了10多家餐饮店，以特色菜品和精致装修吸

引着年轻群体。

老旧小区变宜居。文庙街道延庆社区五金站

小区建成近30年，基础设施老旧，环境一度脏乱差。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深入实施，现在小区面貌焕

然一新。“路修好了，楼道也粉刷一新，没想到住了这

么多年的老小区像新小区一样。听说正在研究封闭

管理，我们生活更有安全感了。”居民李先生说。

为了让老旧小区居民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

居”转变，昌邑区对18个老旧小区126栋楼的配套

基础设施和公共区域进行建设、维修，特别注重改

善水电气和交通、通讯条件，完善房屋住用功能。

与此同时，该区强化精细管理，建立全域巡查

报告机制，并广泛听取民意，成立市政设施抢修小

分队，采取划区域作业方式，按计划有序开展维修

工作。截至目前，嘉园北路、欣然街等46条区管街

路及毓西胡同等58条胡同完成了铣刨、补坑等维

修作业，486口雨污井完成维修，对1238处污水井

及管线进行了吸污、疏通、清掏，从源头解决堵塞

问题。

绿地公园增色彩。昌邑区在吉林站东广场、

辽北路、铁西路等重点部位进行绿化提升改造，通

过多层次、多树种的合理搭配，大幅提升城市“窗

口”颜值。同时，还通过“绿美小区”行动，共计栽

植各类树木3万余棵，提升城区绿化覆盖率。

该区因地制宜开展“公园+体育”“公园+文化”

“公园+民俗”等精细化设计，建成以东滩街民俗风

情街和民族团结公园为代表的11处口袋公园和10

处街角公园。

该区在长白岛湿地公园附近重新规划了一块

由13处圆形健身场地组成的休闲区域，进一步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昌邑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讯（记者姜岸松）9月29日至10月6日，

蛟河市共接待游客 19.0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7624万元，比去年分别增长125.68%和 117.33%，

比2019年分别增长26.3%和25.6%。

“双节”期间，蛟河市假日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可观。拉法山国家森林

公园接待游客11.5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504.33

万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13.68%和140.87%。庆岭

活鱼街17家鱼餐馆接待游客5.7万人次，旅游直

接收入270万元。蛟河市13家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共接待游客1.8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135万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137.68%和93.79%。蛟河市内酒

店平均入住率达到85%，其中10月4日前入住率达

到98%。

赏红叶是蛟河旅游特色。在“双节”期间，蛟

河市依托蛟河红叶节，增加特色景点，满足游客多

元化需求。红叶谷景区、梦幻森林夜游项目以及

新推出的拉法山“日出云海、日暮霞光”项目、幽芳

谷反季油菜花海等项目满足了年轻游客打卡、体

验需求，红叶谷单日接待游客近2万人，梦幻森林

夜游项目和拉法山两个夜游项目每天接待游客数

量都接近最大承载量。同时，蛟河市各具特色的

乡村旅游点、湖畔度假区、民宿也给短途家庭游客

提供了空间，蛟河市13个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基本

满负荷接待。

针对每年红叶节期间景区车辆拥堵问题，蛟

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现场办公、部署，由各相关

部门各司其职，多措并举，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这些措施包括，在保证景区1800个车位的基

础上，蛟河市林业局、庆岭镇又增加了1000个临时

停车位，缓解了停车压

力；蛟河市公安局增派80

多名警力，蛟河市林业局

增派100多名管理人员，

在景区重要点位及沿途

进行交通管控，保障了景

区秩序；景区采取网上预

约售票方式，错峰限流，

确保游客量不超景区最

大承载量；开通蛟河西站

至红叶谷的免费直通车，

共运送外地游客931人，

极大方便了外地散客游

览红叶谷。

此外，蛟河市还打造

“奇山幽谷”生态游产品，

打造“林海穿越”自驾游产品。打造“木帮文化”体

验游产品，新建了拉法山景区拉新战斗展览馆，新

增红叶谷景区无人机表演项目，打造“松花湖度

假”休闲游产品，重点围绕环松花湖休闲旅游线

路，建设16个文旅村屯，并对近湖亲水区域进行改

造。这些新产品和线路的推出，对吸引八方游客

来蛟河，也起到了强大助推作用。

蛟河“双节”旅游收入同比翻番

新闻走廊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近日，舒兰市

创城办对当地金锅坊海鲜肥牛府、和顺

肥牛火锅、米村拌饭馆、伊通烧鸽店、三

缘春饼城等14家荣获首批“干净餐厅”

示范店称号的餐饮企业进行授牌。

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来，舒兰

市创城办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商

务局等部门紧扣“百家干净餐厅”创建

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强化监管，着力提

升舒兰市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环境，督促

餐饮服务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对餐饮

店的就餐场所、后厨、仓储、餐饮用具、

从业人员、配送等方面也进行了检查指

导，要求餐饮从业者做到环境整洁、就

餐场所干净、后厨合规、仓储整齐安全、

餐饮用具洁净、从业人员健康、配送过

程规范。

下一步，舒兰市将通过示范店的典

型引领作用，以查促改，陆续推出符合

创建标准的餐厅，全力打造“吃一顿干

净饭，舒兰这边风景独好”品牌和“窗明

几净”的餐饮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深入开展。

舒兰市首批“干净餐厅”示范店挂牌

写在前面

十月，吉林市粮食秋收进入高潮。

吉林市昌邑区城市更新效果显著。

吉林市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人工收获测产。永吉县机械化收割进行时。

蛟河市“双节”期间旅游人数激增。

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公司负责人
蔡兴宝难掩丰收的喜悦。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10月 17日，桦

甸市人民检察院与吉林铁路运输法院共

同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标志着桦甸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党支部与吉林铁路运输

法院第三党支部正式结成“三湖环境资

源保护党建联盟”，双方携手在桃山国有

林保护中心共建“检法环境资源普法合

作基地”。

通过此次结对共建，桦甸市人民检察

院与吉林铁路运输法院正式建立起日常

联络、党建信息通报、生态环资法治宣传

等机制，通过定期交流党建工作经验、联

合开展生态环资普法宣传等方式，共同

打造生态环资司法保护的战斗堡垒。双

方将依托桃山国有林保护中心，聚焦桦

甸市域内易发多发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

犯罪行为，联合开展形式丰富、内容多

样、受众面广的法治宣传活动，共同为桦

甸市三湖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下一步，桦甸市人民检察院将依托联

合普法基地，与吉林铁路运输法院、桦甸

市公安局等司法机关共同参与到桦甸市

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密织“保护网”，不

断提升司法保护影响力，共同守护湖光

山色“生态美”。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眼下正值水稻

收获高峰时期，为保证粮食颗粒归仓，近

日，磐石市农业农村局组织黑土地保护监

测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下乡开展秋收技术

指导工作。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群

众科学进行水稻收获，对于水稻易倒伏品

种，要根据成熟情况及时收获，降低掉穗、

触地霉变风险，减少穗粒损失，确保稻米

品质。据了解，磐石市今年水稻秋收机械

化水平高，技术人员指导农户利用机械化

收割的同时，科学做好减损工作，确保粮

食颗粒归仓。

近年来，磐石市始终把粮食产能提升

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贯彻“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不断加强农业技术宣传指导，

为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带动农民增产

增收。

磐石市：
技术指导到田间 抢抓时节保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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