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3年12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 吕冬雪
三农

电话：（0431）88600592

来到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石头庙子村，远

远就能看到一个“大碉堡”，这个“大碉堡”就是

可储存1.2万吨谷子的现代化仓储库，这里就

是集谷子和辣椒种植、收购、仓储、包装、销售于

一体的综合企业——公主岭市绿公主种植专业

合作社。

2015年春，合作社的领头人陈学亮开始打

造东北小米“阡陌尚禾”品牌。经过几年的实验

示范推广种植，不仅获得连年丰收，而且得到农

民的普遍认可。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经过3年的不懈拼

搏，2017年，他在东北四省区推广种植“张杂

谷”突破7000公顷。2021年合作社推广“张杂

谷”达4600公顷；2022年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在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的土地上推广“张杂

谷”仍达2600多公顷。

2020年初，陈学亮一手继续抓扩大谷子种

植面积，另一只手开拓村民房前屋后的庭院种

植辣椒。他带领合作社成员在公主岭市等地率

先种植庭院辣椒，亲自组织包括村书记在内的

广大种植户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田间管

理。辣椒收购价保底价为每市斤一元，一亩

（1000平方米）庭院每年收入达6000元至10000

元，综合效益是玉米的3倍左右。

2021年、2022年，由于雨水过大，部分种

植户剩余的青辣椒较多，但按照合同规定，合

作社只收购红辣椒，这些农民找到陈学亮，让

他给出出主意。看着农民焦急而期盼的眼神，

他积极联系各地商家，冒雨采摘收购了青辣

椒，为农民种植户解了燃眉之急，赢得了广大

种植户的赞誉。

2022年，陈学亮在我省各地推广庭院辣椒

2625亩，并积极探索辣椒的加工、生产和包装新

领域，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了推广种

植庭院辣椒，确保种植户获得“双保险”，陈学亮

积极与保险公司合作，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可为

农户提供保障，为农民种植庭院辣椒“上保险”。

如今，陈学亮正加紧打造岭城学亮红品牌，

继续在公主岭市、梨树县、伊通县、梅河口市、长白

县、敦化市、桦甸市等地开辟庭院辣椒种植新领

域，引领更多农民发展庭院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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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澜）入冬以来，国网四平

供电公司党委着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组织共产党员服力队，深入全市乡村大

力实施“办实事、解民忧”专项行动，用

心用情解决农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该公司党委结合深入实施“党建+”

工程，全面开展“电力吉先锋、守护大粮

仓”共产党员服务活动，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深入集市、深入粮食企业、深入

蔬菜大棚，深入农户，开辟“电力驿站”

绿色办电通道，现场受理客户新装增

容、更名过户、暂停恢复等业务，持续提

升“获得电力”指数。同时，他们在营业

厅和接待室设置党员责任区和示范岗

12个，优化内部审批流程，高压新装业

扩报装平均接电缩短2天时间。组建了

4支党员突击队，实施跟踪式、管家式、

贴身式服务，有力地支持

了丛泉湖片区旅游综合开

发项目建设。

深入乡村“办实事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最近，为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党建示范、党建带动作用，省

委办公厅直属机关党委组织部分基层党组

织分赴各包保帮扶村，开展党建共建系列

活动。

厅直属机关党委和各基层党组织党员

代表深入包保帮扶村，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和

全面发展进行座谈调研，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党建共建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在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复兴村，省委法

规室党支部认真宣讲乡村振兴政策，开展普

法宣传，为村民解答法律难题；在和龙市南

坪镇高岭村，老干部工作处党委和村党支部

围绕基层组织建设开展座谈调研和入户走

访，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为独居老人捐赠生

活用品，谋划开展老干部走边疆等党性教育

活动；在和龙市南坪镇南坪村，省专用通信

局党总支与村党支部开展党建联学和兑现

“微心愿”活动，为50余户村民捐赠了价值

8000余元的生活物资。

扎实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水稻秸秆还田如何实现单产与地力协同提升？

今年秋收收尾之际，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和永吉县九月

丰家庭农场的合作示范基地给出新答案：基地连续5年秸

秆还田下的水稻每亩实收产量达1289斤，获得约7.4%的

增产，土壤有机质含量每公斤提升5.87克，减少化肥用量

降低成本约20%，实现了土壤培肥、化肥减施和水稻高产的

统一。

这是该学院的技术团队示范推广“稻田地力保育秸秆

还田技术”的第五年，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深入实

践，实现了种好地、多打粮。

好农技 选良种

丰产增效有保障

水稻亩产1289斤是啥水平？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农学

院院长，也是该项目的带头人王帅告诉记者，目前，永吉县

一拉溪镇平均亩产在600公斤左右。示范田水稻产量明

显高于其他区域的产量。

王帅介绍，经过初期的摸索尝试，最终确定“两年半

量、一年全量”三年一循环的还田方式，“秋收后，水稻留高

茬儿，通过辅助剂翻地，上水翻坝到大地里；春天经过复

苏，再利用秸秆复苏剂形成绿色木霉菌，促使秸秆腐烂、断

裂，实现秸秆还田。”王帅说。

数据检测显示，采用稻草还田的示范田，土壤有机质

含量提升了约5%。水稻的丰产除了可以依靠好技术，良种

是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决定了产量、品质、抗性、适应

性的潜力、上限。对此，技术团队在永吉县域内创建了150

亩核心技术展示田，经过一年的“考核”，最终筛选出6个

优质粳稻品种，为丰产优产打下基础。

治虫害 护生态

绿色防控显身手

产出优质稻米，除了稻草还田技术肥沃土壤，绿色防

控方式功不可没。

“团队这几年还致力于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模式的推

广，主要采用农业、生物、物理三种方式进行病虫草害防

治。”赫兵是学院海外引进的青年教师，主攻水稻栽培。

农业防治，是抢抓秋收后封冻前的短暂时机进行秋翻

田，通过将病虫草害的虫卵、病原菌翻到田面上，用低温冻

死，同时配以合适的霉菌，达到抑制病原菌发生的目标。

每年7月，赫兵都会带领团队进田放蜂，每隔五天放蜂

一次，并开展虫情监测。“我们自主培养了稻螟赤眼蜂、玉米

螟赤眼蜂和螟黄赤眼蜂，配套水田放蜂器。”赫兵说，这种生

物防治效率可达88%，达到传统农药防治相同的水平。

在田间管理的重要时段，稻田中处处可见的黑光灯和

诱捕器引人注目。据了解，一盏黑光灯可覆盖1公顷水

稻，捕杀多种水稻害虫；诱捕器内则放置双性引诱剂，干扰

害虫产卵，减少虫口密度，保护农作物免受虫害。

三管齐下的绿色防控模式，既保证了经济效益，又能

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且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显著。

重示范 强推广

让技术红利惠及更多农民

冬闲时节是开展农技培训和推广的好时机。不久前，

在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神内培训中心教室里，一场关于

“稻田地力保育秸秆还田技术”的推广讲座吸引了近百人

前来听讲。

主讲人王宇介绍，除了在校内开展讲座，技术团队还先

后赴蛟河、舒兰、永吉等地采用技术推广讲座的方式为水稻

种植户讲解技术优势和执行要点等内容，“讲座效果很好，

已经有一些种粮大户表示对这个技术很感兴趣。”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团队已召开技术培训、现场观摩

会5次，培训农技人员及新型职业农民542人次。农技培

训热火朝天，技术示范田的扩建与选址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截至目前，该技术累计示范面积达5万余亩，辐射面

积20余万亩，项目区技术应用累计25万亩，增产粮食9000

多吨，增加经济效益2350多万元。

王帅介绍，该模式基本成熟，明年除了继续在中部地区

扩大示范面积，还计划在我省东部冷凉区开展示范推广，争

取让这个技术成果在更多的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使用好农技 种出粮满仓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技术团队助力粮食丰产走笔

本报记者 陈沫

集众智、找差距、补

短板、促发展，勾勒乡村

振兴新图景。聚合力、

育新机、增动能、开新

局，打造“吉乡农创园”

新样板。

12月 5日上午，由

吉林大学东北区域现代

农业发展研究中心、通

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吉报彩练新闻《翠花走

千村》栏目主办，梅河口

市曙光镇、中源设计院

等协办的“五方共建 吉

乡农创园”活动在梅河

口市拉开帷幕，与会人

员齐聚一堂，为梅河口

市曙光镇西太平村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共谋合

作共赢。

聚力美丽乡村建

设，赋能产业发展。近

年来，梅河口市曙光镇

西太平村以打造梅河大

米作为“吉乡农创园”的

农创主体，打响“吉字

号”品牌，充分发挥和高

校联合互动优势，把科

技成果转化作为重点共

建项目，打造科技化西

太平村“稻米研学”项

目，让“科创”赋能，“农

创”生辉。

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与会人员畅言心声，

五方共建，一个崭新的

模式正在开启。

高校谋划——系统

规划，突破高校单干任

务式，形成校际联合，吉

林大学打破原来的校地合作框架，与长春电子科技学院实现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合力推进西太平村“吉乡农创园”建设。

政府搭台——多方融合，突破政府管家包办式。梅河口

市相关部门与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处积极对

接，汇聚乡村发展的各方合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科技助力——科技赋能，突破高校政府拉手式。通化市

农业科学研究院充分发挥科研优势，拟在西太平村开展水稻

试验示范，为西太平村稻米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企业参与——建设运维，突破企业简单参与式。中源设

计院等企业深度参与园区运营规划，保障项目落实落地。

媒体发声——文化引领，突破媒体单一宣传式。《翠花走

千村》栏目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发挥党报赋能乡村振兴的作

用，将好经验、好模式、好做法进行推广。

会上，《翠花走千村》栏目记者进行了品牌分享和相关文化

产业合作项目推广。吉林大学东北区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

李恩研究员以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额莫勒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引领—组织振兴—“三变”改革—

集体经济—乡创空间—吸引人才—生态产业，实现系统性乡村

振兴的实践路径，为村书记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方式方法。

“众创”美丽乡村，风景这边独好。五方共建“吉乡农创

园”活动与会人员来到梅河口市曙光镇西太平村，实地察看了

“吉乡农创园”的创建进展。一排排大棚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

银色的光，一片片稻田被田埂隔成一个个小格子，开始休养生

息。室内以“耕耘牧渔”为主题的大米博物馆建设如火如荼，

与会代表们发挥“智库”作用，精准发力，为乡村建设发展提供

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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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需要什么样的致富产业？

科研院所的专家如何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农技

推广员怎样更好地服务乡村？

12 月 7 日，《翠花走千村》栏目第三站，走进吉林市

永吉县一拉溪镇。翠花栏目组与来自全省的 50 多名水

产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合作社理事长等一起，同中

国科学院、吉林农业大学等专家学者，深入交流冷水鱼

养殖发展方向和冷水鱼产业链向休闲渔业转型升级等

内容。

深冬时节，室外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在永吉

县一拉溪镇，卓远农业利用丰富的温泉地热资源，开展

循环温泉水工厂化水产养殖。在循环温泉水养殖区

内，共有 38 个蓝色圆柱形养殖池，其中，直径 6 米的养

殖池 18 个，直径 3 米的养殖池 20 个。38 个养殖池被分

为 5 组，每组养殖池都配备机械化供氧机、循环微粒

机、水处理设备。中国水产科学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副研究员韩世成，现场为技术人员讲解、示范。

农技推广员不断向专家请教专业技术问题，如饥似

渴地了解水产养殖方面的先进技术。近年来，我省高度

重视稻渔综合种养，省农业农村厅将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技术列入我省重点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积极推广稻

渔、稻虾、稻蟹综合种养。在对接交流中，专家还围绕蟹

稻种养优质高效技术模式展开介绍。

“我们县域内适不适合小龙虾和水稻一起种养啊？”

“什么品种的螃蟹适合在稻田里养，一年能长多少？”除

了农技推广员，还有不少水稻种植合作社理事长也很关

注水产养殖。这种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模式，能够有效助

推我省渔业、种植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活动现场详细推介了《翠花走千村》栏目，

“走千村 访万户 解民忧 助民富”是栏目定位，该栏目

是党报赋能乡村振兴的公益性平台，为我省乡村提供新

闻宣传、活动策划、城乡对接、文化铸魂四个方面的服

务。活动现场，许多专家学者和农技人员纷纷扫码进入

“翠花栏目联谊群”，大家在群里频繁互动，联谊群已成

为农民朋友学习农业技术、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杨质楠说，专家、技术

人员与农民密不可分，通过《翠花走千村》这个栏目，水

产养殖专家与养殖户、种粮大户直接对接，通过不断加

强技术指导，才能不断提高水产养殖经济效益，持续为

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架起架起““养殖＋种植养殖＋种植””的桥梁的桥梁
——《翠花走千村》栏目第三站“殖·植技”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冯超

《翠花走千村》栏目记者进行品牌分享和相关文化产业合

作项目推广。

《翠花走千村》栏目记者在梅河口市西太平村采访。

《翠花走千村》栏目记者在现场进行推介。

水产专家韩世成现场讲解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赵宝忠摄)

三农短波

今年以来，国网扶余市供电公司不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积极组织

供电所员工主动上门为养殖户提供贴心服务，义务检查养殖区域的配

电设施、线路设备运行情况，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及时解决养殖户的用

电难题，确保养殖户安全用电，以优质可靠的电能为农村养殖产业发展

壮大、农民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 闵光宇 摄

本报讯（马佳慧）今年以来，永吉县人

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采

取有效举措，着力创建“无讼村屯”。

他们大力推广网上立案、互联网法

庭、巡回审判等便民措施，为农村当事人

办理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网上缴费、线

上开庭等诉讼事务，减少当事人诉累。

同时，开展民法典进乡村普

法活动，深入全县各乡镇和

中心村屯，法官现场解说，回

答群众咨询，让老百姓听得懂、学得会、

用得好。

推进诉源治理，创建“无讼村屯”，促进

乡村从“化讼止争”到“少讼无讼”的转变。

通过法官和村民群众的直接协调联系，让

群众“事有地儿说，理有地儿讲，矛盾有人

管”，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源头，

从而强化诉源治理工作，让法律在乡村更

有温度、更接地气，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

着力创建“无讼村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