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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秋收顺利完成，长白县农业农

村局秉持“秋粮一天不到手，工作一天不放

松”的原则，多措并举，积极指导农民开展

秋收，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加强农情调度。他们对全县的秋收情

况两日一调，及时掌握秋收进度，预计十月

下旬秋收完毕。

强化气象预警。密切关注秋收期间天

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民根据

天气动态合理安排秋收进度，保障及时采

收、晾晒，尽可能克服所有不利因素的影

响，尽快将丰收在田转化为丰收到手。

开展农机培训。该局以提升农机手业

务素质和技能水平为立足点，组织开展了

机收减损技术网上培训。对农业机械作业

前机具检查调试方法、机收作业质量要求、

减少机收环节损失的措施等进行详细讲

解，切实提高农机专业知识和操作水平，为

秋收保驾护航。

加强技术指导。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地头指导秋收，确保秋收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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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市 科学指导 高效有序

今年夏天，临江市遭遇洪涝灾害，对此，

临江市充分发挥专家指导作用，加强技术指

导，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服务，及时帮助农民解

决秋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临江市农业农村局积极与气象部门协商

沟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掌握灾害性天

气信息，为农民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信息，合

理安排秋收进度。

抓好农作物管理。组织协调各类农业机

械，保障农机作业安全，持续在良种、农技等

方面持续发力，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不断提

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扎实推进秋收秋种高效

有序进行。同时，做好秸秆离田宣传教育。

以秸秆禁烧宣传为媒介，强化秸秆离田宣传

教育，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确保每户种植户都

了解秸秆离田的政策导向。

秋收时节，白山市江源区提前谋划，多点发力，确保秋

粮颗粒归仓，确保粮食稳产。

加大培训力度。该区充分利用农民培训中心、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等，举办技术培训班和经验交流会，在新品种、

新技术、测土配方施肥等方面开展培训，引导农民掌握新

技术、新方法，引导农民科学种田，增产增收。同时加强政

策宣传和服务，帮助农民及时了解各项政策，提供可靠服

务保障。

加强田间管理。秋收在即，该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农田

受灾。灾情发生后，江源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建抗灾技术

服务队，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受灾镇街，开展灾情调查，帮助

各村屯制定生产自救方案，指导群众对受灾农田加强田间

管理。对水淹田块，加快排水进度，及时晾田救苗。对水冲

沙压田块，及时清淤、降湿、洗苗、扶苗。组织农民抓好清沟

排水、补施速效肥料和移苗补种，力争增产。同时采取有效

措施促进粮食作物安全成熟，完成“一喷多促”1.52万亩，通

过对玉米、大豆喷施药剂，减少灾害天气对农作物影响，提

高产量，全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确保农业丰收。

金秋十月，抚松县各乡镇陆续

进入丰收时节。乡村田野间一派

繁忙景象，农民抢抓晴好天气，适

时收割农作物，确保颗粒归仓。

科技措施促秋收。今年该县

春播及农作物生长期间遭遇低温

寡照，延缓了旱田农作物幼苗生长

速度。特别是夏季台风“格美”等

极端天气灾害，为夺取全年粮食丰

收制造了障碍。抚松县农业农村

局、抚松县财政局迅速落实秋粮

“一喷多促”政策措施，县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牵头，组织各乡镇农技人

员成立技术指导小组，抓住立秋后

天晴、风弱、少雨及农作物进入产

量形成的有利时期，组织农技人员

顶着“秋老虎”的炎热高温，深入村

屯田间一线，采用专业化无人机大

面积帮助农民喷施叶面肥，促进了

秋粮生长发育、灌浆成熟，确保了

粮食增产增收。

保驾护航助秋收。秋收在即，

抚松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

全县14个乡镇开展农机安全检查、

隐患排查，对正在进行秋收作业的

农业机械进行了安全操作和设施

检查，现场进行安全操作示范演

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农业机械限

期整改。对部分农机专业合作社

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秋季农机安

全养护措施和安全责任的落实情

况、农业机械安全设施运行情况。

同时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积极

宣传农机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

安全生产常识，增强广大农机手的

安全操作意识。

克服低温冷害、洪涝灾害等不利影响，白山

市浑江区秋收工作加快进程，确保增产增收。

春天，浑江区出现了低温冷害天气，由于低

温天气发生较早，大多数大田作物尚未播种，少

部分已经播种的玉米及时采取了补种措施，避免

了损失。7月份全省发生了洪涝灾害，由于浑江

区耕地多属山地，坡度较大，排水能力较强，大田

作物受影响不大。入秋后气温较高、光照较好，

基本实现了雨旱同步，为全区的粮食丰收提供了

气候条件。并且今年的霜冻较晚，弥补了前期低

温损失，大田长势良好，籽粒饱满，成熟度较高，

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均实现了增产。

为保障秋收顺利完成，靖宇县农业农村局加强与县气

象局的沟通联系，及时发布天气信息。动员广大农民提

前做好秋收准备，利用有利天气适时抢收抢晒，确保颗粒

归仓。

排查隐患保秋收。为确保农机安全生产，他们下沉监

管重心，开展安全大检查，组织农机人员、乡镇农机服务中

心技术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场院、合作社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查隐患、纠违章、治违规操作。深入到田间地头指

导农机手科学调试、正确使用各类农机具，降低农作物损

失，提高机收作业质量。

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安全生产宣传

力度，及时发放安全手册到每个农机手，在显眼位置悬挂

安全标识、图画及横幅，营造良好安全生产氛围，促进农机

手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转变。

长白山中，一株株白白胖胖的人参

“走出”深山老林，走向千家万户；

鸭绿江畔，一粒粒红彤彤的五味子挂满藤蔓枝头，红宝石般

晶莹；

松花江上，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鲤鱼跃上船头船尾，洒下透亮水珠……

秋风渐起，拂过田野，留下满目的金黄。俯瞰白山广阔的大地，一派丰收的景

象：玉米地里，秋风带起沙沙叶响，露出穗穗玉米；黑土地上，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头，正

在等待收割；温暖的阳光撒在牛背上，或黑或白或花，或站或卧或走，不停地倒嚼着，不时

发出哞哞的叫声……

地处长白山腹地，松花江、鸭绿江穿流而过，白山市的特色农产品独特而丰富。该市围

绕参、蛙、菌、药、菜、牧、果、渔等产业板块，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实践，探索新路子，培养一

批“特长生”，形成了以人参为主体、特色种植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一主多元”农业布

局。打造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食药用菌、长白山寒地蓝莓和长白山椴树蜜四大优势产

业体系。培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示范村，建设特色产业种植基地、高标准农

田。同时，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先后培育“抚松人参、白山黑耳、白山椴树蜜、白山蓝莓”四

大区域品牌，进一步增强全市优势特色产业品牌影响力，为农业

现代化绿色、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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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秋收。

◀苹果梨丰收在望。

▲颗粒归仓。

▶机械化秋收。

▶专业化无人机大面积
喷施叶面肥，促进秋粮生长
发育、灌浆成熟，确保粮食增
产增收。

◀参籽正红。

▲木段木耳。

◀五味子。

江源区 提前谋划 多点发力

浑江区 加快进程 增产增收

长白县 多措并举 全力以赴

靖宇县 抢收抢晒 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