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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秋季，天高云淡，遍野金黄。在这稻菽飘香、瓜果满

园的季节，一幅盛大的秋收画卷正在松原大地徐徐展开。

据悉，松原市今年的秋收工作进展顺利。截至10月13

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617.86万亩，已收面积488.53万亩。

其中，玉米播种面积1318.68万亩，已收面积317.53万亩；水

稻播种面积197.45万亩，已收面积71.86万亩；大豆播种面积

82.02万亩，已收面积81.17万亩；其他粮食（含小麦、薯类、杂

粮杂豆）播种面积19.71万亩，已收面积17.97万亩。

科技赋能稳产又高效

在前郭县红光农场有限公司退休职工隋丛志家的水田

内，收割机正在奔忙。“过去秋收，全家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就下

地干活，也得十多天能收完。现在7公顷水田连收带卖几天

就完事了。”隋丛志轻松地说道。

在有着多年水稻种植经验的前郭县红光农场，机械化收

割已成为常态，它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村民从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田间农机轰鸣，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张静

岩便是其中一位，她去年尝试种植了水稻新品种，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今年，她在去年基础上再次尝试，目前看比去年

的效果还要好。

连日来，红光农场抢抓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机械，

全力投入秋收工作。在广袤的田野上，收割机来回穿梭，切

割、脱粒、秸秆粉碎等环节一气呵成，高效完成了水稻的收

割。“自9月中旬以来，红光农场进入水稻收割期，国庆假期期

间迎来收割高潮，预计在10月末全部完成收获。今年，我们

克服低温等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为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供了

有力支撑。”前郭县红光农场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一直以来，红光农场始终聚焦“特”字抓产业，通过科学的

管理和先进的技术，不仅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和品质，还带动了

农业增效和农户增收。

“水肥一体化”结出新硕果

作为农业大市，松原市始终将粮食安全视为头等大事，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作

为提升粮食单产的关键措施，“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得到广

泛推广与应用，高标准农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今年，松原市“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覆盖面积达到204.8

万亩，不仅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还显著提升了土壤肥

力，为粮食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长岭县流水镇，“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法宝。“数据是最好的证明，去年我们镇1.75万亩土地

应用了这一技术，玉米亩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800斤，相比传

统种植方式增产了547斤。一些面积超过500亩的大地块，最

高亩产达到了2230斤，刷新了全县的玉米产量记录。”流水镇

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说。

从传统的“会种地”到现代的“慧”种地，从昔日的“望天

田”到如今的“致富田”，“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不仅照亮了农

民增收致富的道路，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

特色种植业拓宽致富路

走进长岭县腰坨子乡排子山村，村民马世坤正在萝卜田

里忙碌着。他一边收获白根萝卜，一边晾晒萝卜条。这些白

色的萝卜，很快就会变成红红的钞票。

作为白根萝卜种植老户，十多年来，马世坤凭借对土地的

热爱和对技术的不断追求，将萝卜种植发展成了自家的“支柱

产业”。今年，他家的六公顷萝卜再迎大丰收，而且经过晾晒，

这些优质的萝卜，会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

作为松原市特色种植业的一张亮丽名片，长岭县腰坨子

乡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

展白根萝卜等特色种植业。通过引进新技术、推广新品种、运

用新销售模式等措施，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如

今，腰坨子乡的白根萝卜已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远销全国各

地，深受消费者喜爱。

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

来，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我们将继续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入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业，努力打造更多像腰坨子乡白根萝卜这样的金字招牌，

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长岭县农业部门负责同

志说。

同心协力抓好秋收

为确保这一年的辛勤耕耘能够顺利转化为丰收的果实，

松原市各级部门紧密协作，多措并举，全力护航秋收工作。

松原市农业部门在秋收前夕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

作。他们组织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提前检修农机具，确保

所有设备在秋收期间能够高效运转。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根据作

物长势和气候条件，

科学制定秋收计划，

分区域、分类别合理安

排收割顺序和时间。

针对秋收期间农村道

路交通压力骤增的实际，松原

市各级交巡警部门紧盯交通安

全隐患风险点，组织警力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大宣传、大教

育、大警示活动。通过悬挂标语、发放

宣传资料、设立临时执法检查点等方式，

严查严纠农用车辆违法行为，提升农民群

众的安全意识。同时，积极为农机车辆粘贴

反光标识，消除夜间出行安全隐患，为秋收工

作提供坚实的交通安全保障。

在秋收的关键时期，气象部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

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为农民提供精

准的天气预报和作物适宜收获期预测。这些信息帮助农民

合理安排收割时间，有效避免了因恶劣天气导致的粮食

损失。

另外，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农产品市场的监管

力度，确保粮食收购价格合理、市场秩序稳定；民政

部门则关注困难农户的生活状况，及时为他们提

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正是这些部门的协同作

战，共同为松原市的秋收工作筑起了一道坚实的

防线。

一片片金黄的稻田被迅速收割完毕，一粒粒饱满的

玉米被送进粮仓，农民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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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郭灌区水稻喜获丰收。

▲宁江区大规模机械化秋收唱主角。

◀扶余市三井子

镇花生产销两旺。

▲长岭县白根萝卜种植户晾晒萝卜条。

乾安县稻语花香公园金秋美景。

各类秋菜上市。

现代化农业合作社，粮食烘储设备一应俱全。

▼设置交通安全劝导站，护航秋收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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