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前夕，记者来到

距集安市区50多公里的榆

林镇治安村。

治安村坐落在长白山南

麓密林深处，村里有一座烈

士陵园，名为“刘金铎烈士陵

园”，是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要基地，也是红色旅

游景区。

根据村里的老人回忆，

自1952年起，治安村村民便

自发地形成了一个祭奠东北

抗日联军后卫连连长刘金铎

烈士的传统，不仅治安村小

学的学生和老师有组织地在

清明节时到墓前祭扫，这里

的村民也经常自发前去祭奠

烈士。

在这里，抗联故事被口

口相传，抗联精神被代代传

承。

据治安村会计张岚霜介

绍，祭扫烈士陵园，附近村民

都是自发去，谁看见那周围

杂乱了就直接去打扫了。

村里的退休教师袁文芳

说：“刘金铎夫妇当初为了治安村居民献出了宝贵生

命，如今村里开发红色旅游，刘金铎烈士墓又成了红

色旅游的宣传景点，这是治安村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烈士陵园采访时，由于是清明节前夕，记者正

巧碰到驻吉某部队官兵和91岁抗联老兵关成有正

在烈士墓前缅怀先烈，追忆过去。

记者了解到，从1971年开始，治安村村委会为

了纪念抗日英烈，将刘金铎烈士夫妇和警卫员的遗

骨遗物等迁葬到现在的位置，并立起墓碑，供后人瞻

仰。2006年，又将烈士墓扩建为陵园，以方便人民

群众祭奠，缅怀壮士英灵。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抗联精神，榆林镇及治

安村高度重视红色旅游的开发工作，先后筹措资金，

在治安村新建了村史教育广场、骑兵队教育广场、抗

联酒坊、田间游览栈道等红色游览景点。

目前，治安村已经完成对抗联遗址的保护性修

复，包括抗联军校遗址、瞭望哨等，建设了120平方

米的抗联食堂、5000平方米的抗联拓展训练基地，

修建了停车场、雕塑广场、休息长廊等基础性工

程，并对周边环境进行了美化绿化硬化，完善了基

础设施。

他们还采用“红色旅游+特色农产品模式”，大力

发展以旅游开发、特色农产品制作销售为主的特色

产业。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村里自产的板栗、笨鸡

蛋、蜂蜜等农副产品都备受游客青睐。村里还将农

产品陆续上架到“集邻优选”电商平台，方便更多消

费者购买。据悉，仅土鸡蛋，销售额就达到2万多

元，目前供不应求。

治安村第一书记宋显军告诉记者，未来，他

们将继续运用好刘金铎烈士陵园和抗联军校等

红色资源，通过打造品牌、引入客流、优化服务等

方式，推动红色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不断增加农

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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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麦因其独特的耐寒性，素有“种在冰里、收在火中”的美

誉，每年春天它都是第一个种在大地里的农作物。

据了解，冰麦是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培育出的一种

高产抗病、高蛋白的小麦品种。由于气候适宜，目前在我省西

部大力推广种植。

3月21日，随着气温逐渐转暖，洮南市圣一农场万亩冰麦

田进入播种期。麦田上，农民们正在配合播种机、平地机等大

型机械进行播种作业。伴随着播种机铁犁旋转、轰鸣而过，一

颗颗饱满的冰麦麦种整齐有序地在沉寂一冬的沃土里“安家落

户”、静待发芽，一幅火热壮美的春耕画卷正在广阔的麦田里徐

徐展开。

冰麦拓宽致富路

今年，圣一农业公司在机械化种植技术和农业产业政策的

双重支持下，通过土地流转、盐碱地改造等方式，将种植面积进

一步扩大，突破了1.5万亩大关，比去年增长50%，预计近期全

部播种完毕。种植面积的增加，为冰麦种植增产增收提供了必

要条件。

该企业与省内外多家农业科研院所在“一年两季、双季双

优”基础上深入探索，进一步优化种植模式，提高土地资源利用

率。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沈军告诉记者，“冰麦+燕麦、一年两

季”种植模式越发成熟，市场效益日渐明显，赢得了业界的广泛

认可。企业先后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索伦农牧场等农耕领域

龙头企业合作，种植冰小麦面积达1万亩以上，将洮南市冰麦

成熟的种植模式和种植经验推广到其他省、市、自治区，实现了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

复种打造“双丰收”

这几天，在镇赉县镇赉镇国春种植储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社员，正准备对冰麦进行抢墒播种。合作社理事长王岩告诉记

者，现在虽然距大田春耕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冰麦就是要根据

气候抢种，因为冰麦成熟期早，冰麦成熟后，还可以复种白菜和

萝卜等作物，这样就可以实现一地双收。

“种植冰麦后复种大白菜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样不仅提高

了土地利用率、产出率，也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王

岩对记者说。

种植冰麦后复种可有效解决单种小麦效益较低的难题，同

时为农民增收探索新路径，使土地效益最大化，实现一年两收

的双重效益。目前，在提高小麦单产的基础上，各地积极引导

麦后复种工作，在冰麦收获后及时整地争时抢墒复种，促进耕

作由单一模式向“复种两熟”转变。

该合作社创办的鹤麦香面粉加工厂，引进了先进冰麦加工

设备，磨制好的冰麦被打成包装，随需发往全国各地。

据鹤麦香面粉加工厂负责人介绍，加工的冰小麦面粉利用

现代制粉工艺，加上传统的磨面方法，释放冰小麦原始的麦香，

又保留了冰小麦的内部营养。打造的冰麦全麦面粉，是利用麦

子的可食用部分，经过六道研磨，使面粉麦香浓郁、口感满满，

充分发挥了北纬45度寒地冰麦的特色。

如今，冰小麦在镇赉县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复种大白菜

5000亩和其他农作物，真正实现了一地双收。目前，冰小麦已经

成为白城地区特色农产品。复种模式打破我省传统的一年一季

农作物种植方式，积极推广两茬作物种植，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和

品种结构，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将为年粮食丰收锦上添花。

目前，该合作社在镇赉县复种白菜集中连片规模最大。未

来，合作社还积极发展冰麦和白菜加工产业，形成生产、加工、

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带动更多农民就业，为广大农户拓宽

增收渠道，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

“小特产”变“大产业”

春分过后，土壤解冻、气温回升，农事渐忙。近日，扶余市

黑小麦（冰麦的一种）开犁播种。在扶余市长春岭镇前坨子村

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新型播种机在田间往来穿梭，将

黑小麦种子和有机肥播撒在松软的土壤中。合作社社员于志

伍说：“一公顷地能挣1万多元钱，这合作社办得高兴，大家干

得有劲。”

据了解，黑小麦是小麦中的珍稀品种，经过深加工，其附加

值可达普通小麦的10倍左右。而且黑小麦生育期短，收获期

正好能赶在汛期前，很适合江湾易涝地块种植。今年，村党支

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种植900亩黑小麦。在村党支部的带

领下，合作社早早购回优质黑小麦良种、高效有机肥，抢时、抢

墒、抢播，确保黑小麦一次播种拿全苗。村党支部书记刘俊峰

说：“今年土壤墒情非常好，小麦提前播种了，预计清明节前后

能播完。”

下一步，刘俊峰和社员们将在摸索种植新技术、不断提高黑

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同时，打造特色品牌，让好产品卖上好价钱。

同时，示范引领更多百姓发展这项特色产业，拓宽致富渠道。

冰麦产业作为一种希望产业，2021年以来在我省种植面积

达3万亩左右，以镇赉县、洮南市、洮北区居多。目前，初步形

成育种、种植、加工、销售、品牌打造为一体的产业体系。针对

冰麦生长周期短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冰麦+复种模式”，

主要有秋白菜、马铃薯、燕麦草、荞麦和萝卜等作物，两茬作物

纯收入可达到每公顷1.6万元。

目前，我省的冰麦种植已建成完整的良种繁育、生产种植、

加工销售等产业链，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整合。政企联合

正在共同推动“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努力实现从“资源优

势”向“品牌优势”转变……一个朝气蓬勃的产业，其发展正方

兴未艾。

希望，在麦田里升腾
——我省大力种植冰麦走笔

本报记者 毕玮琳 王春胜

积极创建“无讼村屯”

本报讯(韩雨芯 丰元雪)近日，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八道沟人民法庭荣获“全国法院先进集体称号”称号。

近年来，八道沟人民法庭充分发挥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

职能优势，积极创建“无讼村屯”。他们采取多种有效举措，化

解基层矛盾纠纷，认真开展“诉源治理”工作，强化调解促进

“案结事了”，多次收到当事人的好评。为便利辖区百姓，八道

沟人民法庭开展了多次法庭巡回审判工作，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最大限度便民利民，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外，他们不

断创新工作方法，主动服务辖区百姓，通过“法官进网格”“无

讼村屯”培育等形式，及时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化解矛盾，延

伸职能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让法治精神

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

下乡普法助春耕

本报讯(郑钧元)为确保春耕备耕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

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最近，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充分发挥审判职责，启动“暖春护农”模式，由刑事审判庭联合

辖区内人民法庭开展“不负农时不负春 法治先行护春耕”主

题系列宣传活动。

在宣传活动中，他们向群众普及土地承包、邻里纠纷、交

通安全、森林防火、电信诈骗等相关法律法规，多措并举打好

“组合拳”，以司法之力护农耕、促生产、解纠纷。由刑事审判

庭联合沐石河人民法庭走进长春市九台区沐石河街道桦树村

村委会，通过面对面宣讲、入户话家常的方式讲解春耕备耕中

常见的法律问题，提醒村民从正规渠道采购农用物资，做到把

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减少春耕生产期间矛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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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短波
本报讯（张砚清 记者陈沫）为了确保农机具在

良好的状态下投入春耕生产活动，今年，梅河口市农

业农村局提早部署，从3月15日起，派出市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农机监理人员深入到各乡镇，指导开

展农机年度检验工作。

在梅河口市海龙镇农机集中安全技术检验现

场，农机监理人员分工明确，逐台核对拖拉机登记

证件信息，拓印发动机、机架号码，检验防护装置、

制动灯光等部件安全状态，检验工作快捷有序。

梅河口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年检工作安排两个中队协助指导乡镇农机

站所“送年检”到村屯、到农户，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力争在春耕生产前，基本完成集中检验工作。截至

目前，梅河口市农机监理人员深入到8个乡镇（村

屯）集中完成了农机检验工作，累计检验拖拉机678

台、收割机56台，发放农机安全宣传资料700余份。

农机年检 上门服务

洮南圣一金地农业有限公司圣一农场万亩冰麦田进入播种期。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日前，国网松原供电公司开展党员率先优服务专项行动，

主动上门为辖区内大棚育苗、间苗的种植户讲解安全用电知

识，助力农业生产可靠用电。 才宇强 张文琦 摄

本报讯（吴伟）近日，在珲春

市马川子乡炮台村，国网珲春市

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员主动

上门服务，详细了解农户用电需

求，认真排查农户用电线路和设

备隐患，讲解春季安全用电知识，

以优质服务保障农户不误农时用

电无忧。

珲春市供电公司结合辖区电

网运行、农户用电需求等实际情

况，研究制定春耕春灌用电保障

实施方案，成立4支保春耕服务小

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对辖区10千

伏线路设备进行拉网式巡视。特

别是对排灌用电线路设备、开关

箱、漏电安全保护器等春耕用电

设施进行了特巡和配合农户进行

隐患消缺，主动上门走访辖区育

苗基地，助力排查线路设备隐患，

讲解安全用电知识，发放安全用

电宣传手册，“手把手”指导农户

在春耕生产中安全用电。

为确保春耕春灌工作平稳有

序开展，珲春市供电公司共产党

员服务队推出上门办电服务，开

辟春耕春灌用电“绿色通道”，帮

助农户进一步缩短办电时间，做到以最快速度响应春耕

生产用电需求。

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巡视春耕春灌专用变压器

60余台，现场服务农户37人次，消除安全隐患15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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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宋学良 记者任胜章）近日，梨树县全面开展

2024年“春季清河行动”，强化河湖管理保护，着力治理污染

源头、清整水面堤岸，确保“春季清河行动”落到实处，通过

“查、溯、治、管”，进一步提升全县河湖水环境面貌和长效管

护水平。

梨树县今年“春季清河行动”严格执行河长制常态

化巡查监管机制，采取分组分片方式对河道流域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杂草、河道漂浮物以及“四乱”问题进

行深度摸排。县乡村三级河长开展“地毯式”全覆盖

排查，对县域内所有的河道干流、支流以及河道周边

的环境问题集中开展“清河整治”，确保问题及时发

现、及时处理。

村屯河道一直是治理堵点，县乡村三级河长在巡河过程

中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对河流

水域及岸线生活垃圾等污染物进行了集中清理，同时建立问

题台账，抓好问题整改。

“为有力推进‘清河行动’，他们成立了督导检查组，对县

域河段整治清理情况开展不定期巡查监督，对涉河问题及时

反馈、即查即改……”梨树县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春

季清河行动开展以来，梨树县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强化督查

问责，确保河湖有人管、能管好，推动河流水生态环境不断获

得改善。

梨树开展“春季清河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