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了白沙尖，人们还在寻找白

沙尖。

“草原有个白沙尖，提起它来泪涟

涟。沙丘赶着牛羊走，毡房一年两次

搬。”白沙尖，是指横跨我省前郭县西部的

3条沙带，位于科尔沁沙地的范围内，长度

为147公里，总面积80万亩，有流动和半

流动沙丘43个，流沙面积达12万亩。

这里风沙干旱十分严重，每当风起，

白沙滚滚，侵吞道路，埋没农田、草原，风

沙撵着屯子搬家，农业生产中“三刮四

种”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地危害着当地群

众的生产生活。“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

一起不见家。朝为庄园夕沙压，流离失

所奔天涯。”这是当地人们对风沙危害的

形象描述。

今日的白沙尖，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绿锁黄龙，昔日寸草不生的白沙尖

变成绿洲。原本无边无际的沙海，如今

变成草原上的森林公园。白杨挺立，松

树挺拔，红柳摇曳，沙棘繁茂。小鸟在林

间啼鸣，多年不见的狐狸、野兔、野鸡也

在这里安家落户。

从1978年“三北”工程启动，前郭县

就开始对白沙尖进行治理，以防沙治沙

和农田防护林建设为重点，增加林草植

被，改善生态环境。前郭县连续打了3

次治沙造林大会战，栽植杨、柳、松、沙

棘、果树等类苗木8500余万株，用杨、柳

树枝夹防风障子5万多亩，使沙区几十

座流动、半流动沙丘得以固定，植被得到

恢复。

2023年，前郭县立足高质量筑牢北

方生态安全屏障，积极推进“三北”工程

攻坚战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启动了“一

湖两带”综合治理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

目，围绕查干湖、科尔沁沙地北方防沙带

和松花江沿江水土保持带开展建设，进

行沙地造林、退化林修复、沙化草原恢

复、退化湿地修复、沿江水土保持一体化

体系建设。“三北”工程期间，前郭县通过

大力实施人工造林、治沙工程、退化林修

复、中幼林抚育、退化草原修复等措施，

累计造林治沙89万亩。

乌兰图嘎林场是白沙尖的治沙造林

主战场之一，位于前郭县西部、向乌沙带

东端，是一个以治沙为主的生态公益性

林场。乌兰图嘎林场不断选择、培育优

势树种，改进栽植方式，研究提高林木成

活率的方法，积累了一套科学实用的沙

地造林和经营管理的新模式。林场实施

了“樟子松示范林基地项目”，将樟子松

这一沙地优势树种进行了大面积扩繁和

应用，从应用樟子松冻坨造林到培育容

器苗造林，经过不断探索，造林成活率不

断提高，造林成本不断降低，已累计营造

樟子松治沙7500亩。在后期管理方面，

聘用管护人员实行分片包保，在林地外

缘挖掘防护沟，禁止放牧、开垦，严厉打

击破坏森林植被行为。通过自然恢复形

式，逐步恢复榆树、蒙古黄榆、杠柳等天

然次生林种。

前郭县乌兰图嘎林场场长朱长生

说：“我们在造林治沙的治理方法上充分

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坡顶栽植耐旱的

樟子松，沙丘以小叶锦鸡儿为主，用一年

生的杨树苗做防风墙，确保小叶锦鸡儿

籽不被大风吹走。通过几代人的治理，

使沙漠变成了绿洲，当地的生产和生活

环境得到了改善。”

“草原飘动牧羊鞭，白沙尖上颂歌

传。千里沙海滚绿浪，牛羊肥壮瓜果

甜。”目前，在前郭县，一个覆盖森林、草

原、湿地、沙地的一体化防护林保护修复

体系初见成效，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昔日的白沙

尖变成绿色的海洋，沙丘上生长着茂密

的森林，农防林在原野上纵横交错，林成

网、田成方。

前郭县防沙治沙成效显著，有效地

控制了沙地的蔓延和土地的沙化，沙化

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流动、半流动沙丘得

到固定，保护和恢复了沙化、盐碱化严重

的草原。前郭大地上筑起的绿色生态屏

障，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促进

了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保护了粮食安

全和生态安全。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由省林业
和草原局提供）

绿 染 白 沙 尖
——前郭县防沙治沙攻坚战走笔

魏静 本报记者 陈沫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金秋十月，走

进乾安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区，一片片

金黄色的稻穗随风摇曳，成片稻田一望

无垠，4500亩的水稻成熟了，让这方土

地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据了解，乾安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由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投资改

造，总规模约7500亩，属于重度苏打盐

碱地（平均 pH10.14，EC0.81mS/cm），是

最难攻克的盐碱地类型。该项目采用中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大

安碱地生态试验站（大安站）梁正伟团队

的“三良一体化”盐碱地高效治理与综合

利用技术，采用水稻配套侧深施肥和密

植栽培等良法技术。项目于2022年11

月开始田间工程建设。

2023年4月，在大安站科研人员的技

术指导下，项目开始实施盐碱地酸性磷石

膏改土、培肥和种植工作。同年10月，经

专家组现场实收测产，种植当年水稻平均

亩产500公斤以上，最高地块为565.9公

斤/亩，而对照未改良地块基本绝收。项

目技术团队首次实现当年施工、当年改

良、当年种植、当年丰产的重大突破。

今年，大安站科研人员进一步优化

“三良一体化”技术方案，采用水稻配套

侧深施肥和密植栽培等良法技术。10

月11日，专家组对项目区水稻进行现场

机收测产，经去杂、去水后，改良第二年

的水稻亩产达588公斤，而对照未改良

地块亩产仅有72.89公斤，净增产7倍以

上。很难想象，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

大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项目区

水田成方连片，机耕路和水渠纵横交错，

农田生态系统功能显著提升。

“真是没想到，现在靠着高科技，不

仅把重度苏打盐碱地含盐量降低了，还

基本控制了盐碱反弹，稻穗还比去年的

长，谷粒也更多，真是难以置信。”水字镇

丽字村村民王成指着收获的稻谷，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昔日盐碱地 今变“大粮仓”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在梨树县沈洋镇后太平村，乌米种植

不仅点缀了村庄，更成为村民致富的新希望。“乌米”是高粱黑

粉真菌，富含铁、硒和多种维生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据了

解，后太平村的乌米种植故事，始于12年前的一个大胆尝试。

村民张春江率先引进了乌米种植技术，并开始在自己的庭院里

试种。起初，大家对这种小众的种植作物心存疑虑，但张春江

凭借着坚韧和智慧，逐渐摸索出一套高效的种植方法，亩产值

达到700斤，每斤售价16元，种植效益显著。后来，他被四平市

评为“乌米大王”。

如今，后太平村的96户乌米种植户在张春江的带领下，已

经把乌米种植面积扩展到600亩。每年秋收时节，丰收的喜悦

洒满了整个村庄，乌米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让村民

们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张春江深有感触地说：“我已经种了12

年乌米了，一直带动周边人一起做乌米庭院经济，现在看成果

非常好，大家也都赚到了钱。遇到困难，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

的老师们就来帮我，要是能干过来，我还得多种。”他的话语中

充满了自豪与感激。

目前，后太平村已有4户种植户成立了小型加工厂，另外

4户开设了电商平台。乌米的销路根本不成问题。营养丰富

的乌米，因其独特的口感和高营养价值，深受市场欢迎，成了

后太平村发展庭院经济的得力助手。种植户付冬梅更是利

用现代科技，将传统农业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她每天拍摄乌

米种植和采摘的日常，积累了10多万粉丝，成为村里的“网

红”。“根本不愁卖，粉丝们都很喜欢我们的乌米。”付冬梅的

话语中充满了信心。

后太平村的乌米种植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增收，也为村民们

带来生活上的改变。通过庭院经济，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

增收，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幸福感与日俱增。

小乌米种出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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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东禹）近日，随着秋收时节的到来，国网

延边供电公司党委以党建为引领，组织党员干部积极

开展安全用电宣传活动，引导群众秋收季节安全用电、

科学用电。

在图们市凉水镇水南村，国网延边供电公司的党

员们深入田间地头，详细了解村民们的用电需求，通过

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收割机驾

驶员及农户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及电力设施保护常识。

与此同时，该企业党委针对农村用户和生产企业，制定

了一系列惠民、便民用电和故障报修措施，并对涉及秋

收供电线路、设备进行了全面巡视检查，助力秋粮颗粒

归仓。

据了解，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党委下一步将持续深

化党建引领，强化为民服务措施，优化升级服务内容，

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电力动能。

暖心服务助秋收

秋风送爽，大豆摇铃。大豆收获时节，在我省

中西部的农田里，一串串沉甸甸豆荚挂满了豆

秆。豆荚腆着“肚皮”随风摇曳在秋色当中，奏响

起丰收的乐曲。近年来，我省始终以大豆单产提

升作为重要任务，着力提升大豆供给保障能力，努

力将“油瓶子”牢牢稳在手里。

“金豆摇铃”奏响丰收乐章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将“巩固大豆

扩种成果”列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内

容。并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实施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

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

种，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大豆生产者补

贴政策。

为落实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扩种大豆的

部署要求，2024年，我省统筹玉米大豆生产者补

贴、耕地轮作项目等资金政策，加大大豆生产支持

力度。原则上，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豆生产者补贴

亩均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280元左右，中部地区

高400元左右。

前郭农垦的一片大豆田，迎来了丰收的季

节。这里平整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际，偶尔秋风

吹过，可以听见豆荚撞击豆秆发出“沙沙”的响声，

奏响了丰收的序曲。一台台大豆收割机在田间往

来穿梭，农民们抢抓有利天气，加快采收进度，确

保大豆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在安图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基地，也呈

现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永庆乡江湾村村民牛

清华种植了60亩黄豆，他和帮忙的几个村民正忙

着抢收。安图县是我国东北“产豆大县”，今年全

县大豆种植面积达20.6万亩，预计产量约3400万

公斤，比去年总产量提高200余万公斤；每亩产量

约165公斤，比去年亩产提高5公斤左右。该县各乡镇人工机械齐上阵，根据当

地的气候条件和黄豆的生长情况确定最佳收获时机，确保颗粒归仓。

科学种豆保护黑土地

时值深秋，公主岭市的玉米、大豆长势喜人。通过“米豆轮作”的方式，使黑

土地保持了持续生产能力，走出了一条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之路。

“今年，大豆种植区采用‘米豆轮作’的方式种植了大豆，植保无人机均匀地

向大豆喷施叶面肥。增施叶面肥可以有效促进大豆开花结荚。”公主岭市范家屯

镇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理事王英林说。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公主岭市通过开展指导和服务，引导农民采用耕地

轮作，一年种地，一年养地，“米豆轮作”模式如今已在范家屯镇乾程农民合作社

广泛推广应用。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大豆150公顷，占合作社流转总面积的三分

之一。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成说：“通过3年时间，把所有的玉米地都

轮作一遍大豆，对养地有好处。大豆根瘤菌固氮，减少土壤板结，我们采用现代

高科技，包括飞机植保，大豆本身根瘤菌固氮就把土壤疏松了。”

米豆间作实现“一地双收”

在长岭县的田间地头，一排排随风摇曳的豆荚个个颗粒饱满。

今年，吉林浩淞农业公司在长岭县成功托管7个乡镇的土地4.7万亩。“米豆

间作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采用‘水肥一体’化，米豆间作4∶4模式，即4垄玉米4垄

大豆，小行距40厘米，大行距110厘米，有利于玉米通风透光，行行是边垄，棵棵

是‘地头’，玉米11万株、大豆22万株/公顷。米豆间作2∶4模式，即2垄玉米4垄

大豆，玉米小行距40厘米，玉米15万株、大豆22万株/公顷。该种植模式更有利

于玉米通风透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吉林省农科院三级研究员张伟告诉记者，玉米大豆复合种植，采用4∶4和2∶4

种植模式，通过带状复合技术模式，对于稳定玉米产量、提升大豆产量具有重要意

义。我省扩大使用四行播种机、两行播种机、四行大豆机、两行玉米收割机，实现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的全程农业机械化。这项技术的完善，促进了合作社玉米大豆

复合种植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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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林海茫茫，金秋飘香。随着松茸、榛子、蘑菇、松子、核

桃等山货的陆续采收，生活在资源丰富山区的安图群众又多了一份额外收入。

连日来，在安图县大市场、东市场、早市等地，随处可见市民将刚采摘的蘑

菇、松塔、榛子等山货摆摊出售，地摊经济繁荣发展，山货变“俏”货。

“我在这里卖了一个星期了，都是自己采的蘑菇，有榛蘑、花脸蘑等，一天能

卖100多元。”市民李女士表示。

除了蘑菇摊位较多之外，也有村民采收了榛子、松子、党参、黄芪等进行售卖。

他们表示，这类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卖，尤其深秋过后，购买山货的市民越来越多。

近年来，安图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及资源优势，深化落实“林长制”，利用

森林资源开展林下种养、生态旅游等，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建设、合作

经营万亩林下参等，促进全县乡村产业振兴。截至目前，全县涉及经济林产品的

种植与采集产值为6.8亿元。

林下资源撑起“致富伞”

▲今日的白沙尖

乌兰图嘎林场的樟子松基地

▶治理之前的白沙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