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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曾想到，已连续7年夺得我省水稻种

植面积和水稻产量第一的镇赉县，种稻历史

还不足40年；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吉林西部大片大

片的稻田，在35年前竟然是连野草都难以生

长的盐碱滩。

35年，镇赉水稻何以有这样的巨变？

答案清晰明了：镇赉县与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深度融合，以科技人才推动农业产业兴

旺，探索建立院地携手合作模式，通过配备一

批领军专家、孵化一批乡土人才、服务一片乡

村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攻关种子技术，保护种业“芯片”，才能保

障粮食安全。而治理盐碱地，改良土壤、培育

良种、采用良法良策缺一不可。

1988年，省农科院的4位水稻专家长途跋

涉来到镇赉县嘎什根乡，开始了漫长的水稻

耐盐碱品种筛选试验，最终从上百份水稻材

料中筛选出耐盐碱水稻新品种长白9号。这

个品种在土壤含盐量0.3%和pH8.0至pH8.5

碱性条件下仍能正常生长发育，直到今天依

然是我省西部地区水稻主要栽培品种。

“我们从长白9号开始，已经育成了吉粳

816、吉粳129、吉粳338等一系列抗盐碱耐盐

碱品种，实现了重度盐碱地当年亩产超300

公斤，累计改良盐碱地面积超30万亩。尤为

可喜的是，2023年吉粳816正式通过国审，接

下来就能进行大面积推广了。”省农科院水稻

研究所副所长郭金瑞说起这些年来的科技结

晶，一脸兴奋。

从“白色沙漠”到阡陌纵横，镇赉县建平

乡这片曾经的重度盐碱地上，夏秋时节稻浪

早已是绵延无际了。

“2023年水稻年产量达到1000吨以上，比

上年又提升了10%。”省农科院水稻所副研究

员、省科技特派员马巍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

2023年镇赉县水稻种植面积155万亩，

产量20.5亿斤。

“我第一次到镇赉是2008年冬天，不谈

那时候的艰辛，是镇赉县提供的沃土，才让我

们的成果落地开花。”目睹镇赉县水稻发展过

程，省农科院研究员刘亮十分自豪。

“三代科研人员在这里有科研结晶，有成

果产出，更有农民的收获，把寸草不生的盐碱

荒滩变成富饶、美丽的大粮仓，我们真的既骄

傲又振奋。”郭金瑞有些激动。紧接着，郭金

瑞又分享了一个喜讯：2023年6月，我们跟镇

赉县签署战略协议，以水稻为核心，巩固镇赉

“水稻第一大县”核心地位，进一步开展耐盐

碱水稻资源鉴定评估，耐盐碱水稻新品种培

育和配套栽培技术研究。

科技支撑让地方政府认可、百姓认可，镇

赉县水稻产业发展透露出无限生机……

冬日午后，在镇赉县大屯镇大官村，英台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正和省农

科院水稻所几位专家商量2024年的种植计划。

“我的试验田里生长着92个试验品种，

就算全县盐碱地再复杂，也能从这里找到一

个适合的好品种。”73岁的任志国说，虽然镇

赉县水稻产业是从盐碱地里硬生生种出来

的，但当地农民早已不为量产发愁，而是把更

多心思用在“出好米、创好牌、卖好价”上。

“向土地要粮是有限的，向科技要粮是无

限的。专家说了，要从我们合作社把良种向全

省、全国推广。咱别的能耐没有，保证不会‘掉

链子’。”种了近20年水田的任志国，从前没有

经验、种子不知用啥，现在深切感受到科技的

魅力，决心做好“试验田”，端牢自己的“饭碗”。

“不瞒你说，2022年上海一家大型餐饮

企业，通过层层严格检测筛选，最后把采购基

地设在了咱这儿，人家就认准大屯镇的吉粳

816。”任志国笑容爬满脸颊。

三代人几十年扎根吉林西部，“以稻治碱”解决抗盐碱育种难题，执着呵护农业“芯片”——

镇赉县院地合作绽放“致富花”
本报记者 隋二龙 徐文君

一双瞳人剪秋水，一生白衣追光行。从

医20年来，她怀揣一腔赤诚，在眼科医学领

域里，面对一次次挑战，勇于突破，筑起了一

个又一个高地。她就是“吉林好人·最美科技

工作者”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眼视光学院

院长李妍。

1974年出生的李妍年少时就梦想做一

名医生，用自己的医术为患者减轻病痛。进

入视光行业20年来，她带领视光师、视觉训

练师，为数千名儿童治疗眼病及斜弱视等疑

难疾病，为 2万余名屈光不正患者进行验

光，为1000余名斜弱视患者进行检查并治

疗，为800名双眼视功能异常患者进行视觉

训练……

“任愿自己万般苦，不负他人送光明”，是

李妍对自己的要求。她始终坚信科研和教学

是高校教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产学

研”相结合的原则为指导，力争将科研成果转

化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学校眼视光专业高层次人才团队负

责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方向的带头人，李

妍结合眼视光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积极开展

相关工作，主持参与完成省级课题立项7项，

与企业开展横向课题4项，科研成果转化1

项，成功申请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2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10项，获得省教学成果

三等奖，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如今的李妍虽已荣誉满满，但她却始终

不忘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责。自担任学校眼视

光学院院长后，她大胆探索校企深度合作，实

施模块化教学、双主体育人，为眼视光专业培

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同时为许多医院、企

业输送了新鲜“血液”。

不仅如此，自2020年起，李妍还带领本专

业师生开展“白医光明行”视力筛查进校园、

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为白城200余所学校

近40万人次进行视力筛查和眼健康科普，建

立青少年儿童视力健康档案；为社区居民开

展屈光检查，年服务800人次；为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居民义诊，免费为其验配眼镜200

副，捐助价值6万余元的眼科药品、眼镜和护

眼设备……此外，她还牵头建立了白城医高

专眼健康科普馆，年平均科普1万人次。

择一事，精一技，终一生。李妍表示，获

得“吉林好人·最美科技工作者”的称号，对她

来说是荣誉，更是动力，她将继续潜心科研攻

关，努力为更多患者带来光明。

方 寸 世 界 的 追 光 者
——记2023年“吉林好人·最美科技工作者”李妍

本报记者 毕雪

她是“宋氏

草编”非遗传承

人，传授草编技

能带动数百名妇女姐妹创业致富；她看起来柔柔弱弱，实则坚

韧不拔，纤细的手指上布满厚茧；她的三口之家家风淳朴、温馨

和谐，她与丈夫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默默奉献着……她就是

大安市指尖草手工编织有限公司经理、吉林省大安市鸿图职业

技能学校校长宋文静。她用灵巧的双手编织绚丽人生，书写着

一位平凡女性成为创业致富带头人的奋斗故事。

2016年，大安市妇联开办的草编培训班让宋文静与草编

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刻苦的钻研，宋文静的草编作品很快便

成为了市场的抢手货。不少赋闲在家的当地妇女慕名找上门

来学习草编技术。面对求学者，宋文静不仅耐心接待，而且手

把手地教。为了让更多妇女受益，在大安市就业局的支持下，

宋文静成立了大安市指尖草手工编织有限公司。

2017年，宋文静在大安市妇联、市人社局、市残联的支

持下，又成立了大安市鸿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主要培训绿

色环保草编产品制作，产品包括坐垫、收纳筐、靠背枕、草

帽、拖鞋、蒲团、笔筒等。宋文静带领校内的教师团队多次

参加吉林省艺术学院组织培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草柳

编手工艺传承与材料创新研修班，把传统文化与坚持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结合，学以致用。

多年来，宋文静多次到外省市授课并承接各种草编订单，学

员带订单培训，作品合格由学校回收。自建校以来，先后到湖

北、齐齐哈尔等地进行草编培训，培训人数达4000多人次。

2019年—2020年共培训残疾人568人，其中253人熟练掌握了

草编技能，2019年至今共回收草编作品2万多件，实现销售收入

20多万元。

宋文静深知对残疾人不仅要搞培训，更重要的是培训

后的扶持。她依托线上线下平台，拓宽市场，把产业做实做

大做强，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就业创业。

丈夫孙凤义在妻子的影响下也投入到了带动弱势群

体致富的道路上来。他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和自己的技

术特长，于2008年开始自主创业，发展棚膜经济。15年来，

共带动身边群众100余人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道路。夫

妻二人就这样无怨无悔地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奉献着

自己的力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宋文静被评为白城市第六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宋氏草编”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评吉

林省“创新创业杰出女性”“吉林省优秀巾帼致富带头人”

“吉林省巾帼草编大师”，并被聘请为“吉林巧姐”高级讲

师。鸿图职业技能学校被确定为省级残疾人参与非遗保护

项目、残疾人培训基地和省级劳务品牌培训基地。在促进

乡村振兴的征途上，宋文静带领全家，传承优良家风，担当

社会责任，展现了新时代家庭良好精神风貌，获评2023年吉

林省“最美家庭标兵”。

用巧手编织绚丽人生
——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宋文静家庭记事

本报记者 吴茗

本报讯（记者
王秋月）新雪季，

长春莲花岛影视

休闲文化园以“冰

雪+演艺、冰雪+年俗、冰雪+美食、冰雪+研学”为主题，融合

推出乡村年猪宴、冰雪大观园雪雕展、冰雪民俗演艺、冰雪

年俗庙会大集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文旅融合消费，提

高冰雪产品的参与性和深度休闲性。

持续举办的乡村年猪宴，让游客尽享东北的舌尖味

道。“百锅长龙宴，锅锅皆不同”，118口大锅摆成龙的造型

依街排开，有杀猪菜、铁锅㸆大鹅、小鸡炖蘑菇、新立城野

生鱼……在这寒冷的冬天，伴着舞龙、舞狮、秧歌舞、二人

转等精彩纷呈的民俗演艺，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铁锅炖

自助盛宴，游客尽情体验大东北火一般的热情。

这里还有东北人最愿意逛的“年货大集”，百余种商品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冻梨、冻柿子、黏豆包等东北特色

“冻货”，让游客体验东北赶集文化的魅力，感受到浓郁的

东北人情味和乡土气息。

同时，大型沉浸式戏剧《穿越老长春》，以48处主题场

景为载体，复原长春的市井百态、人文生活及地域文化，让

游客深入剧情其中，真切感受长春故事及人文历史。

冰雪乐园的超长雪滑道、冰上自行车、马拉爬犁、雪地

坦克等项目，带孩子尽情在雪地里撒欢，感受冰雪带来的

快乐。

据介绍，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新雪季预计接

待客流16万人次，通过充分展示和传承当地的特色文化，

让更多人感受别具特色的传统民俗，带动乡村旅游高质

量发展。

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 1月 6日讯（记者姚思琦）今天上午，2023-2024

“吉林大米”吉林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万科松花湖

站）开赛。

本站比赛是 2023-2024“吉林大米”吉林国际高山/单

板滑雪挑战赛首次走进万科松花湖滑雪度假区。本站比

赛设置了高山大回转、单板大回转两个竞赛项目，来自全

国的600余名滑雪爱好者参赛。

比赛还吸引了资深滑雪爱好者、体操奥运冠军陈一

冰。陈一冰告诉记者：“吉林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

在滑友圈非常有影响力，能够让广大滑友感受到竞技体

育的魅力，这项比赛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挑战自己的极限，

不断超越自己。”经过亲身体验，陈一冰对雪场的基础设

施、雪质及保障条件等赞不绝口。陈一冰表示，吉林省的

冰雪资源优势毋庸置疑，雪场的雪质也是在全国数一数

二的，软硬件设施非常成熟，在吉林滑雪感觉更贴近自

然，很舒服。

吉林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是吉林省体育局重点

打造的大众滑雪赛事，自2020年创办以来，获得业界的广

泛关注与好评，2022年被评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吉林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万科松花湖站）开赛
寒冷的冬日，临江市闹枝镇黑松村的13

栋蔬菜大棚里却是温暖如春，村民们正侍弄

着反季节山野菜。

“当初用的是木架冷棚，需要人工卷帘，

大棚不结实，卷帘费时费力，一年忙下来只能

收入3000元左右。在村里的帮助下，我家架

起了钢架，用上了卷帘机，种上了反季节山野

菜，收益越来越好。”正在大棚里除草的于景

娥说，她家有1亩多的暖棚，用山泉水浇地，

只施农家肥，种的山芹菜、刺嫩芽等山野菜，

年前上市，供不应求，需要提前预订，现在一

年能收入3万余元。

“除了发展种植蔬菜大棚，我们还自筹资

金先后建起了3座电站，每年为村民带来丰

厚的利润分红和20多万元集体经济收益。

帮助79人实现就业，而且全部给予投保。”黑

松村党支部书记刘风军说。村里的企业富民

冷冻食品厂年生产冷冻甜玉米500万棒，不

但带动了50户农民致富，而且为养牛户解决

了玉米秸秆青贮饲料，形成了“村企+农户+基

地”产业经营模式，实现了生产、加工、贮藏、

销售等各个环节有机结合。

“村集体有了收入，保障老百姓幸福生活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刘风军十分关心村

民的养老问题。

黑松村开创了老有所养等多项福利制

度先河：为每位村民报销 100 元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每年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

人发放2000元的养老金，为考上本科的学

生每人提供500元补助。

近年来，黑松村以乡村振兴为抓手，不断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舒适

度，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科学规划

布局，细化服务单元。建成农民新居6000平

方米、农民公寓2000平方米；硬覆盖道路6.6

千米；农村安全饮水管线并入市区管网，新建

集卫生所、居住所、健身室、图书室于一体的

多功能文化活动中心。

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村民的幸福感越

来越强。“以前家里需要挑水吃，石头路、土路

还不好走，天冷烧火取暖又冷又不安全。现

在住上了楼房，路也修好了，家家户户通了自

来水，日子过得很幸福。”79岁的村民庄子映

真真切切看到黑松村一点一滴的改变。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刘风军表示，

黑松村获得“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称号，

这只是开始，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提高乡村

治理能力，全力打造和美宜居的美丽乡村，让

村民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生活。

临江市闹枝镇黑松村——

打 造 和 美 宜 居 乡 村
本报记者 金泽文

1 月 5 日，“乐山百年
大 集 ”活 动 第 二 集 ——

“集”星高照正式开集。集
会上，本地特色农副产品
琳琅满目，商贩的叫卖声
此起彼伏，吸引了大量外
地游客前来赶集。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上接第一版）

进一步提高人参的精深加工水平和产

品附加值，科技创新要与产品开发紧密结

合。位于抚松县的吉林大学长白山资源与

健康研究院，是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在展示大厅内陈列着人参大米、人

参复合肽粉、人参蜂蜜等新开发的产品。省

科协副主席韩宇鸿说：“人参产业的精深加

工，要以科研院校为依托，以企业为主体，建

立完整的人参科技创新体系，让科技势能转

化为产业动能。”

抚松县大自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以人

参精深加工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出以

人参花、叶等为原料的人参滴丸和胶囊等产

品，深受市场欢迎。销售负责人刘勇拿起一

个葫芦形小瓶，向记者介绍，“人参提取物相

关保健品科技含量高，别小看它，每年销售额

上千万元。”

进入万良人参小镇，道路两侧人参“商

行”装修精美，店内销售人参蜜片、百年野山

参等，品类丰富。吉林省特产学会副秘书长

范琳琳说：“人参交易市场可以尝试与旅行社

开展合作，成为游客行程中的一站，这样不但

可以推介人参，还能进一步增加销售额。”引

导人参市场充分发挥区位、物流和产品资源

等优势，与旅游、文化、会展企业展开全方位

合作，从而打造商旅文展等一体化品牌市场。

三产融合发展，形成“一产接二连三”的

完整人参产业链。延边大阳参业开发出以人

参为特色的休闲体验游，在林下参基地修建

木栈道、人参博物馆，游客既能在野山参博物

馆了解人参文化，又能在“参把头”的带领下

体验挖参乐趣。大阳参业负责人汪庭瑞介

绍，林下经济与休闲旅游结合，人参变成了

“一棵一个价”，游客挖参“开盲盒”的特殊体

验，成为了企业新的增长点。

“ 百 草 之 王 ”的 进 阶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