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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一过，省农业科学院专家陈

庆东便钻进洮南市黑水镇王金贵的大棚。

“西瓜苗今天刚破土，专家给看看啥时

候嫁接效果好？”王金贵引着陈庆东从大棚

南一直走到大棚北。

西甜瓜种植最忌重茬连作，随着我省

西部西甜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重茬连作

面积也在逐渐增加，西甜瓜产业发展受到

“重茬病”的严重困扰。

“嫁接、强化土肥水管理等综合技术集

成和应用，不仅解决了重茬问题，还让西瓜

质量和产量都有所提升，我去年仅种瓜一

项就收入30多万元……”王金贵的话里透

露着一个重要信息。

一场漂亮仗

“黑水西瓜”王者归来

“西瓜重茬连作容易死秧或者得枯萎

病等，为了保证瓜的品质和产量，需要轮作

换茬。随着村里种瓜的人越来越多，能够

轮作换茬的土地越来越少，一些瓜农无奈

只能缩小种植面积或者不种……”黑水镇

村民王刚道出的困惑，正是整个洮南黑水

西瓜产业发展的困惑。

“洮南黑水西瓜”久负盛名，2008年，正

式被国家工商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性保护

商标。2014年，黑水镇黑水村被确立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种植西瓜一直是当

地村民重要致富手段。

一个历史悠久又响当当的老品牌，却

被“重茬病”局限了手脚？洮南市以问题为

导向，寻找破局之路。

“利用嫁接苗技术解决重茬连作问题

已经发展运用多年，技术应用相当成熟，但

对于风沙较大的我省西部地区而言，这项

技术的应用还处于空白。省农科院与洮南

市施行‘院地合作’后，科研人员组团式扎

根洮南，根据洮南农业发展的具体需求，进

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服务，以科技创新为

当地西甜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省农科院

副院长牟忠生介绍，科研人员蹲点驻守在

村屯，面对面、手把手传技术、教技能，解决

了西甜瓜的“重茬种植”问题。

有了雄厚的科技支撑，洮南黑水西瓜

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迈开了大步。

2021年以来，洮南市鼓励瓜农创办西

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在黑水镇建立了西

瓜产业园。在省农科院支持下，在当地推

广嫁接苗技术和棚室吊蔓栽培相结合的适

用新技术和新品种试验示范，大力发展大

棚西瓜设施栽培和反季节生产技术，不仅

将上市时间提早1个月，错开销售高峰期，

还可以在9月大地西瓜罢园后，再收获一

茬晚熟西瓜，实现一年收两茬，经济效益同

比增长两倍多。

作为“一村一品”示范村的黑水村，在

发展西瓜产业的道路上，创新了“村党支

部+省农科院+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将农户利益与党支部领导和科技力量紧紧

“捆绑”，聚力发展。

政府引领、科技护航、农户发力，洮南

市与省农科院联手护航，带领黑水瓜农打

了一场漂亮仗，“洮南黑水西瓜”一上市，便

呈现出“王者归来”的态势。2023年，洮南

西瓜产值突破10亿元。

一种新示范

“镇赉甜瓜”雄风再起

3月6日，镇赉县建平乡平保村翟喜林

的甜瓜苗已经完成嫁接。作为甜瓜种植示

范户，翟喜林今年一共种植16栋大棚甜瓜。

镇赉甜瓜的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

之前。光照充足、土壤弱碱沙质性、昼夜温

差大等自然条件，造就了镇赉甜瓜独特的

品质，2017年“镇赉甜瓜”成功注册国家地

理标志商标。

有品质、有名气，镇赉甜瓜如何借势而起？

2022年，省农科院通过“院地合作”方

式，将“嫁接育苗”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引

入平保村，助力平保村甜瓜品质、产量双

提升。

“‘院地合作’第一年，牟忠生副院长

带领甜瓜嫁接团队，用了2个多月时间，采

用贴接法嫁接技术，完成哈密瓜、南瓜砧

木与甜瓜接穗的10万株嫁接苗，并无偿提

供给村民种植。建平乡以平保村为示范

区，莲泡村、长发村、民生村分别进行小规

模示范，以点带面辐射整个镇赉县甜瓜嫁

接苗栽培产业。”建平乡平保村驻村第一

书记牛铭晨介绍，建平乡20户科技示范户

在省农科院专家和乡甜瓜产业协会的技

术指导下，采取“甜瓜产业协会+科技示范

户+种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通过引领、

带动，种瓜面积发展到200公顷，户年均增

收2万元。

2003年，建平乡采用嫁接技术、水肥一

体化滴灌技术等，减肥增效、抑制病害，不

仅提升了甜瓜品质，也提高了甜瓜的知名

度，甜瓜每公斤增收1元至4元。

据了解，目前“镇赉甜瓜”产业已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甜瓜种植

面积超过1500公顷，建平乡已成为东北地

区最大露地甜瓜生产基地。

镇赉县建平乡甜瓜产业协会申报的

“镇赉甜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经通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并进入省名

优特农产品名录，获得“国家级无公害农产

品”标识。

一次“院地合作”

让科技护航百亿产业

“我省西甜瓜产业是一个仅靠产品本

身销售，不包括流通中带动的相关物流、餐

宿、包装等下游产业，就能实现年产值超百

亿元的大产业，他的带动力不可小觑。”牟

忠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我省西甜瓜

产业的前景。他说，与大田作物相比，种植

西瓜、甜瓜的收益较高，且能实现同等面积

条件下种植大田作物玉米、水稻等收入的

几倍到十几倍。

“利用先进栽培模式和技术手段在大

田露地种植西甜瓜的早熟品种，可以实现

西瓜、甜瓜拉秧后覆种效益较高的大白菜

和一些绿叶菜，提高覆种指数，增加单位面

积产量和收益。在满足高温季节大多数市

民渴求消暑产品的同时，还能通过种一至

两茬绿叶菜，更好地满足本地受欢迎的鲜

食蔬菜供应。在满足‘瓜篮子’‘菜篮子’市

场供应需求的同时，也通过种瓜覆种蔬菜

为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增加销售收

入。”专家陈庆东告诉记者。

我省中西部地区是西甜瓜产业发展的

主产区，近年来，西甜瓜种植呈集中连片发

展态势，产品除供应本地本省外，还销售到

全国发达省份和北京、上海等地。

省农科院作为省属综合性农业科研机

构，紧扣全省农业产业发展现实需要，聚焦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积

极推进“院地合作”模式，创新“院地合作”

方式方法，派驻科研人员结合当地农业产

业需求，切实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以科技

之力擦亮“黑水西瓜”和“镇赉香瓜”两个地

理标识产品和品牌，辐射带动周边大户和

合作社、家庭农场及散户整体生产水平的

提高和优质产品供应量的增加，助力西甜

瓜产值冲上百亿元。

西 甜 瓜西 甜 瓜 重 生 记重 生 记
本报记者 孙翠翠

惊蛰时节，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记者

走进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孟家村，村道景

观带错落有致，松柏成荫。清新空气迎面

袭来，令人心旷神怡……

谁会想到这里曾经到处是土房、破烂

不堪的围墙，土路坑坑洼洼，更别提像样的

产业了。村党总支书记赵岩告诉记者，现

在村里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旅游

和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

孟家村位于吉林市南部，南接美丽的

松花湖，西临滔滔松花江，东依悠悠朱雀

山、苍苍五家山，距市区10公里。依托辖

区朱雀山森林公园和五家山森林公园这两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孟家村成立了吉林梦

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里60%的主要劳动

力从事休闲农业。孟家村除了打造一年四

季为游客提供瓜果蔬菜采摘，及餐饮、住宿

于一体的农家小院，冬季还搞一些妙趣横

生的滑雪、狗拉爬犁等娱乐活动。据统计，

每年接待游客130万人次，收入1.2亿元，

村民人均收入3万元。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孟家村紧

紧围绕“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目

标，积极探索从人居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的

整治改造到乡村农旅高质量发展的新模

式。同时，党支部根据省市乡村振兴战略

行动计划制定了该村的发展规划。

近年来，孟家村把休闲农业、果蔬采摘

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把民宿文化、乡土味

道注入乡村旅游中，深入挖掘每个季节的

特点和特色乡土美食，增加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打造差异化旅游

项目和产品，在产行业发展、农民增收、生活质量提升、资源利用等

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孟家村还开展了“星级文明户”评比活动，每年评选出10个“星级

文明户”，并在全村8个社中评选出1个文明屯。通过表彰文明户、

屯，带动了全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使良好的社会风尚深入民心。

如今，孟家村全村铺设沥青路面达到80%，有线电视、宽带网

络全覆盖，水泥路已完全实现户户通，绿化面积达5万平方米，亮

化达90%，全面铺设污水管线，环境卫生达到优良标准。

村民顾宪民经营的迦南采摘园年收入达20万元左右。采摘

园主要种植苹果、李子和梨，每种水果都有十几个品种供游客选

择，以苹果为例，就有吉红、鸡心果等。

“百味迎百客，我们要让游客有不同的体验，感受每一种水果

的味道。”顾宪民还准备种植新的水果品种，让这片果园更加繁荣。

村民郭宝湖开办的农家乐德馨源，就在通往朱雀山景区的大

路旁。因为诚信经营，加上拥有独家招牌菜松花湖酥骨鱼等一大

批特色美食，德馨源的生意一直红红火火。

“现在，年收入几十万元吧。”德馨源农家乐负责人郭宝湖笑着说。

谈起现在的年收入，亨隆源鱼头饭店负责人宋囿佶一脸骄

傲。“挣个四五十万元不成问题，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很多倍。”

郭宝湖和宋囿佶的致富故事只是孟家村休闲农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目前，村里由村民经营的农家小院类餐饮企业达到60余

家，煎饼、豆包、豆制品、青干菜、山野菜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10余

家，搞特种养殖的也达到20余家，形成孟家煎饼、德馨园酥骨鱼等

美食品牌10余个。

农民富了，村容村貌也在提档升级。在村两委班子的组织下，

孟家村成立了吉林市第一支村级专业环卫队，率先实行垃圾分类，

年末进行“诚信农家乐”“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等评比活动，村容

村貌和村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孟家村先后获得“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及“吉林省

美丽乡村”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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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青春光明行”主题活动
本报讯（韩杨 张迪）为深入领会新时期雷锋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的核

心和内涵，引导青年员工积极投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

网企业，日前，国网乾安县供电公司团支部开展“青春光明行”主题活动。

该公司团支部组织青年志愿者深入让字镇东有村蔬菜大棚和乾安

县一林场小区，义务检修“井井通电”设备设施，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单，宣

讲安全用电知识，对老旧小区进行用电安全检查和装表接电服务，把贴

心服务送进千家万户、田间地头。

通过开展此次主题活动，增强了团员青年的志愿服务意识，提升了

专业志愿服务水平，拉近了用电客户与供电企业的关系，有力地促进了

广大用电客户进一步了解安全用电知识，展现了广大团员青年敬业奉

献的良好风貌。

变卖玉米促执行
本报讯（刘起君 周航宇）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创新执

行工作方法，拓宽执行思路，强化执行手段，排除困难，将查封被执行人的玉

米脱粒售卖，成功将执行款交付到申请执行人手中。

在执行一起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被执行人杨某拒不履行义务且

无财产可供执行。九台法院遂查封了被执行人所有的玉米，但被执行

人私自将查封的玉米出售且未将所得价款交到法院。

九台法院对其采取了拘留12天的措施，解除拘留后被执行人仍不履

行。为了防止被执行人拒绝履行义务，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法院决

定依法对查封的被执行人杨某所有的玉米以1.10元每斤进行脱粒变卖。

在执行现场双方当事人、村干部、村民等见证下，九台法院执行了

被执行人杨某个人所有的玉米35263.2斤，执行回款38789.52元。双

方当事人对玉米斤数及钱款数额均表示认同。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日前，长岭县杂粮加工生产企业纷纷赶

订单，掀起生产热潮。记者走进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杂粮自动化加工生产线高效运转；精包装车间里，摆满特色杂

粮农产品，工人们忙着分装、贴标、封口、装箱。

“今年公司与省内4所大学合作，还有质检院和中科院，共同

建立了吉松岭质检研发中心，将为吉松岭公司下一步发展助力。”

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兴库说。

近年来，吉松岭食品有限公司不断丰富产品品类，逐步以科

技、文化为农产品赋能。在吉松岭销售门店，货架上摆满琳琅满

目、质优价廉的小杂粮等特色农产品。由于小杂粮大多为小包装、

质量小，比较适合电商销售。当前，电子商务线上销售渠道，已经

成为吉松岭炭泉小米等小杂粮销售的主要渠道。

2023年，企业投资1280万元建成智能化数字车间，日产小米

150吨，生产厂区布局合理，有效改善原有生产环境，为安全生产、

食品安全等打下坚实基础。

长岭：杂粮加工掀热潮

日前，国网辽源供电公司龙山中心工作人员到辖区超市及农村小卖
店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单，讲解安全用电常识。 吕文博 摄

我省西部西甜瓜瓜苗茁壮。 本报记者 孙翠翠 摄

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日，敦化市牡丹江防洪

薄弱环节治理工程河道清淤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

作响、运输车辆穿梭不停，呈现出一派抢早施工忙

的喜人景象。敦化市水利局工程负责人李文华说：

“我们已经开始建设龙年水利项目建设第一单，及

时组织施工人员进行牡丹江防洪薄弱环节治理工

程复工建设，力争今年3月末完成河道清淤工程建

设任务。”

敦化牡丹江防洪薄弱环节治理工程项目总投

资1亿元，2023年10月18日开工，主要建设内容为

牡丹江干流护岸工程、小石河回水堤城区段加固工

程、G302国道泵站以及牡丹江城区段零五桥兰河闸

至老江桥河道整治工程等，新建护岸2.4公里，加固

回水堤3.5公里，河道治理4.45公里等，全部项目

工程计划今年6月完工。

为了能够保质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2023年

11月以来，敦化市水利部门和施工单位努力克服极

寒冰雪天气不利影响，连续奋战至今年临近春节才

收工。目前，相关单位和人员已经全部入场复工建

设，确保项目区两岸广大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敦化开工建设牡丹江防洪工程

本报讯（吴伟）眼下正值草莓生

长的成熟期，虽然室外寒意未消，但

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晓声草莓园里

却温暖如春。

近日，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队员们到晓声草莓园开展

日常巡检，询问用电需求。晓声草

莓园负责人轻轻按下开关，一股股

清水就均匀地喷洒下来，转眼工夫，

大棚草莓就喝饱了水，更加生机盎

然。晓声草莓园负责人高兴地说：

“现在正是草莓成熟期，充足电力保

障了大棚内的温度和湿度，使草莓

保持了良好长势，估计今年又是一

个丰收年！”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工

作人员测算了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

草莓园整体用电负荷，为大棚量身

打造了用电方案，改造了棚内供电

线路，敷设地下电缆等。

随着草莓园用电需求的逐渐增

多，该公司安排专人上门服务，集中

对棚内照明、灌溉、取暖等设备和周

边配电变压器、供电线路进行“拉网

式”排查，并深入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发放安全用电手册，提高果农安全意

识，避免出现私拉乱接现象，消除安全用电隐患。

如今，在优质电力的助推下，三家子满族乡草莓园成

了远近闻名的采摘园，来采摘草莓体验的人络绎不绝，在

大幅提高果农收入的同时，较好满足了当地村民就近务

工、照顾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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