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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渔并进绘新篇
— 白 城 市 春 耕 备 耕“ 热 力 值 ”拉 满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春风拂过松嫩平原，黑土地上涌动勃勃生

机。连日来，白城市从沃野到泡塘呈现一派繁

忙景象——拖拉机轰鸣着翻整土地，智能农机

穿梭于阡陌之间，育苗大棚内绿意渐染，虾苗

蟹苗展现十足活力。作为吉林省的重要粮食

主产区，白城正以“抢农时、强科技、提效益”的

奋进姿态，掀起春耕备耕热潮，为全年粮食稳

产增产夯实根基。今年，这座“塞外粮仓”锚定

12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和渔业倍增计划，开始

续写“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新篇章。

2024 年，白城市粮食总产量达 118.45 亿

斤，连续4年稳定在110亿斤以上，粮食增产已

经连续 2年超 2亿斤，占全省净增量的 14%以

上。今年白城市坚持稳面积、提单产两手发

力，确保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跨上120亿斤新

台阶。

今年，白城市农作物计划播种面积1794万

亩，比上年增加9万亩。其中：粮食作物计划播

种1678万亩，超1664万亩省定任务14万亩，比

上年1665万亩增加 13万亩。玉米1066万亩，

比上年（1057万亩）增9万亩；水稻402万亩，比

上年（396万亩）增6万亩；大豆72.1万亩，超省

任务（68.1万亩）4万亩。

2024 年，白城市实施稻鱼综合种养面积

100万亩（含泡塘），占全省总面积的57%，列全

省第一。全市水产品产量达到5.76万吨，同比

增长3.98%，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一；渔业产值

10.3亿元，同比增长8.45%，首次突破10亿元；

渔业经济总产值11.75亿元，同比增长7.65%。

今年，白城市将巩固水产品产量连续3年

全省第一的优势地位，落实好渔业倍增计划，

精心抓好渔产品深加工，力争2025年全市渔业

经济总产值达到 20亿元以上，在 2023 年的基

础上实现倍增，2029年将白城市渔业打造成重

要支柱型产业。

洮南：

淤泥化沃土 良田育丰收

本报讯（殷哲宇 记者张磊）三月以来，位于洮南

市西北部的群昌水库库区内，百余台挖掘机轰鸣作

业，沉积数年的库底淤泥被翻出，装车后运往周边

农田。这些曾被视作“负担”的淤泥，如今化作万亩

良田的“营养基”，洮南探索出一条生态治理与耕地

提质融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新路。

作为洮南市的重要水源地，群昌水库始建于

1972年，历经50余年运行，库区泥沙淤积总量超过

2000万立方米，防洪库容萎缩近四成，致使水库调

洪能力大大降低。清淤迫在眉睫，但高昂的清淤成

本和淤泥消纳难题曾让当地陷入了“想清不敢清”

的困局。

转机来自一场“生态价值发现”。2024年，当地

政府组织专家检测发现，水库淤土有机质含量高达

24%，是普通农田土壤的5倍，堪称“天然肥料”，极具

农业改良价值。

洮南市抓住高标准农田建设契机，创新推出“金

融扶持+水库清淤+客土回填”模式，用金融贷款破

解清淤资金瓶颈，将水库淤泥变身高标准农田的定

制“营养基”，构建起“生态治理-资源再生-耕地提

质”的链条。

由洮南东北农业发展集团与农发行合作，获批

3亿元专项贷款用于清淤工程。挖掘的淤泥作为客

土回填至农田，增厚耕作层5厘米以上。

“这相当于用金融杠杆撬动‘淤泥变沃土’的循环

链。”洮南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

野算了一笔账：项目既节省清淤成本，又为新建高标

准农田提供优质土源，每亩耕地地力提升20%，化肥

使用量减少15%，实现“一淤两用、一举三得。”

在距离群昌水库不远处的瓦房镇互助村万亩示

范田里，新铺的黝黑淤泥与黑土地浑然一体，沟渠

纵横、路网贯通。

利用水库淤泥增厚耕作层，全域推进田块平整

和灌排系统升级，田地被赋予新的活力。

群昌水库清淤后，防洪库容恢复，蓄水能力增

强，可满足周边几十万亩农田灌溉需求。而淤泥资

源化利用更减少堆放占地面积，形成“清淤-培土-

增产-减排”的绿色闭环。

从“为水清淤”到“以淤肥田”，洮南的创新探索

揭示了粮食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守住耕地红线，

既要算“数量账”，更要解“质量题”；既要靠天吃饭，

更需向科技要粮。

2024年洮南粮食总产量达26.82亿斤，连续4

年稳居吉林省前十产粮大县行列。全市344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中，已有40%建成高标准农田，计划2030

年实现全覆盖。

大安：

推进灌区建设 治盐碱护粮仓
本报讯（邹宏琰 唐亮 记者尹雪）地利，助粮丰；

粮丰，为民安。自2024年起，大安灌区二期（一步）

工程项目，作为我省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

用试点工程的关键部分，建设工作开展得热火朝

天。目前，项目渠道土方工程已接近尾声，渠道防

护工程稳步推进。

三月下旬，大安灌区二期（一步）工程项目施工

现场一片火热，在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安村的小西米

泵站，各项施工有序推进。泵站主体建筑设计为五

层，工人正在楼顶加紧施工，预计20天后可实现封

顶。地面钢筋加工棚内，建筑构件码放整齐，工人

班组互相配合加工钢筋，为泵站建设等提供充足的

原料。泵站南侧，施工机械正在浇筑消防水池和设

备用房地基。运输卡车往来穿梭，倾卸土方，清理

施工场地。在小西米引水干渠，挖掘机正在打通渠

道，为后续平整护坡、安装脚槽和铺设连锁板块奠

定基础，确保灌区渠道全线贯通。

“施工团队正按计划推进渠道工程和泵站建设。

目前，渠道土方工程已完成总量的90%。工程建成

后，灌区水资源利用率将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条件也

将得到根本性改善。”施工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大安灌区二期（一步）工程项目总投资

达29.04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小西米引水

干渠 16.78 公里、灌溉渠道 59.9 公里、排水沟道

71.82公里，以及9座泵站和316座渠系建筑物。通

过系统改造，该项目不仅有助于盘活盐碱荒地资

源，提升中低产田质量，还将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先行先试积累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

“该项目已列入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规划，建成后，将改善大安市境内的盐碱地、荒地等。预

计新增耕地面积11.54万亩，改善中低产田1.89万

亩。目前，项目已经全面开工，争取2025年底完成工程

建设。”该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表示，项目的实施为

吉林省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积累经验，进一

步增加粮食产量，有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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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潘晟昱 王凯 刘聪 记者张磊）镇赉县作

为吉林省水田第一大县和全国水稻生产重点县，今年

全县水稻种植面积预计突破155万亩。三月下旬以

来，镇赉县的春耕备耕工作热潮涌动。

在镇赉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运输车来

往不断，吉林省来贝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订单

化服务模式，向合作社配送了2000袋优质水稻育苗基

质。连日来，该企业已向大屯镇、五棵树镇等重点产粮

区集中配送了自主研发的新型生物质水稻育苗基质，

为当地春耕生产注入科技动能。

科技赋能春耕，新型基质破解取土难题。在来贝

农业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

经过“低温快腐微生物+气流分子膜”发酵技术处理的

有机农业废弃物，通过智能配比系统精准混合泥炭、椰

糠等物料，形成富含腐殖质、微生物菌群和天然矿物质

的新型生物质水稻育苗基质。

传统取土人工拌制育苗营养土，不仅劳动强度大，

而且工序流程复杂，靠的是种植户个人技术和经验。

“与传统水稻育苗营养土相比，我们研发的新型基质容

重轻、总孔隙度大、高温发酵无草籽、无土传病菌，更容

易育出壮苗。”企业技术负责人杨向军介绍，该新型基

质采用“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路线，将秸秆、

畜禽粪便等转化为优质水稻育苗载体。

“这种新型生物质水稻育苗基质的应用，不仅破解

了水稻育苗取土难题，更通过科学配比全面满足水稻

秧苗的前期营养供应，为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可持续

解决方案。”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

巍说。

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作

为农业科技型企业，吉林省来贝农业与中国科学院沈

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等

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其创新研发的新型生物

质水稻育苗基质，经三年田间试验验证，育出秧苗素质

壮、盘根好，秧苗移栽后缓苗快、分蘖早。

“我们构建了‘研发-生产-服务’全链条体系。”来

贝农业总经理张禹表示，企业不仅提供优质基质产品，

更通过“产业研究院+专家驻点”模式，为合作社提供土

壤检测、农技培训等服务。今年已为32家合作社建立

专属数据库，推送个性化农技方案50余条。

生态与效益双赢，农户点赞“黑土新解法”。为确

保技术落地，来贝农业组建了专家服务团队，开展生物

质水稻育苗基质应用技术培训，同时在水稻育苗期间

提供全程技术服务。

“过去育苗取土难，配置过程麻烦，现在用育苗基

质省工又省力，还不用担心除草药害问题。”英台农机农

民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张伟算起经济账：使用新型育

苗基质仅在起苗和运苗环节，每盘至少可节省0.3元人

工费用。今年镇赉县计划推广新型基质5万立方米，育

苗插秧面积30余万亩，可减少黑土开采近10万吨。

随着春耕大幕全面拉开，来贝农业正以科技创新

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其“科技+生态+服务”的现代农业

模式，不仅守护着黑土地的生态底色，更通过技术下沉

让农户尝到科技甜头。“我们不仅要做优质农资供应

商，更要成为乡村振兴的科技合伙人。”张禹说。

通榆通榆：：

万象“耕”新 不误农时
本报讯（李桂华 陈永辉 记者张磊 实习生刘一潼）三月下

旬，正是春耕备耕的大好时节，从农肥积累到种子、化肥的选

购，从技术培训到农机检修，不论是涉农部门还是村民都忙得

热火朝天。然而在通榆县，得益于创新的“通榆县新型农业主

体联合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

方式，不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甩手掌柜”。

“去年，我把土地托管给了当地的合作社，一垧地增产

4000多斤，按一斤0.9元算，一垧地就多收3600元，我自己根

本种不出这个产量。”通榆县良井子畜牧场职工温志刚正在为

牛添料，他称自己不太会种地，养牛倒是有两下子。“土地托管

出去，腾出时间照顾好我这40多头牛，一年的收入也很可观。”

温志刚家里有11公顷土地。往年一到春耕，他就忙得不

可开交，从购买农资、翻耕土地到播种育苗，每一个环节都得亲

力亲为，不仅耗费大量精力，还常常因缺乏专业技术和大型设

备，导致成本高、产量低。

近年来，通榆县积极创新生产方式，通过“新型农业主体联

合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方

式，积极推广实施耕、种、管、收、售为一体的土地全程托管、环

节托管服务，通过规模化管理带动更多小农户接触新技术、融

入新模式，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今年，温志刚又与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农业合作社签订了土地

托管协议，将自家土地全权交给合作社打理。

“对于小农户来说，一家一户很难抵御市场风险，高科技的

农业生产工具他们又不会操作，所以土地托管肯定是他们增产

增收的有效途径。”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会长王建福扳

着手指头，算起经济账，“原来良井子畜牧场的村民一垧地也就

能收1.1万斤左右的粮食，托管后能达到2万多斤，一斤按0.9

元算，可多收8000元。”

“通过这几年的托管实践，村民都尝到了甜头，他们把土地

托管出去，自己还能打工或者从事养殖业赚到一笔钱，土地的

收益不减反增，这样的买卖谁不干啊？”通榆县良井子畜牧场有

限公司总经理朱宏说。

截至目前，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已经组织团结乡、

八面乡、边昭镇、瞻榆镇、良井子畜牧场、双岗鹿场等6个乡镇

场的11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托管协议，托

管面积达3.5万亩，同时购进玉米种子1.16万袋、化肥1140

吨、滴灌带1.1万捆，检修大型农机具80台套。

2024年11月，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还聘请了专家

团队，对托管地块进行规划设计，目前已经完成了测土配肥、良

种遴选、耕作方式、农机措施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全程参与跟

踪服务和田间指导，同时，还安装了以田间气象、智墒系统为主

的智慧农业监测设备。实现了新型农业主体的完善组织化程

度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夯实了今年粮食增产，农民增

收的坚实基础。

洮北洮北：：

开拓“立体生态循环农业”增收新路径
本报讯（王月彪 何贤亮 记者尹雪）三月以

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白城市洮北区掀起春耕

备耕热潮。在洮北区鑫淼水产养殖种植家庭农

场，60亩蟹苗越冬池塘内，尽管冰面尚未完全消

融，但370多万只蟹苗却活力十足。正在进行破

冰捕蟹作业的工人们将地笼缓缓升起，一只只

螃蟹随之出现，拉开了今年全区生态循环农业

生产的序幕。

“眼下，蟹塘里冬储着两种蟹。一种是去年

培育的扣蟹苗，约4.1万斤，今年6月初就可以

投放到稻田里。除农场自己预留的一部分蟹苗

外，其余全部走向市场。目前，已经有2.1万斤

蟹苗被预订。另一种是老头蟹苗，约3000至

3500斤。现在每斤价格10至12元，深受市场青

睐，效益也很可观。”白城市洮北区鑫淼水产养

殖种植家庭农场场长李晓博介绍，今年农场将

继续与当地水稻种植大户开展合作，采用“农

场+农户”的稻蟹综合种养模式。由农场提供蟹

苗与技术支持，农户则提供养殖稻田。目前，这

种合作模式的养殖面积已达750亩。

“稻渔综合种养是将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

结合。扣蟹在稻田里穿梭，不仅能清除杂草、捕

食有害昆虫，其排泄物还能转化为有机肥，促进

水稻根系发育，增强水稻的分蘖能力，进而提升

水稻的产量与品质。”洮北区水产技术工作人员

徐镇介绍，这种互补模式既增加了水稻产量，又

得到了优质的水产品，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

双收”。

2024年，洮北区林海镇甜水村的水稻种植

户隋志刚做出大胆尝试，在10垧稻田中实施稻

蟹养殖，成果喜人，平均每垧地增收8000余元。

这一显著的经济效益让隋志刚对今年的春耕生

产满怀信心与期待。

“一年下来，农场每垧地补贴给我750元，10

垧就是7500元。另外，每垧地化肥、农药的使用

量也节省100多元。不仅如此，每垧地水稻可增

产100多斤，而且蟹田稻大米品质好，我通过自

产自销，每斤大米能多卖0.5元。”隋志刚说，今

年他打算将稻蟹综合种养面积扩大一倍，增加

到20垧。

近年来，洮北区始终坚持发展生态农业、绿

色农业，积极引导农民采用“稻渔综合种养”模

式。2024年全区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已突破18

万亩大关，综合效益高达3891.5万元。通过发

展有机水稻和高品质水产品，洮北区不仅实现

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还走出了一条“立体生

态循环农业”的新路。

今年，洮北区计划以全省渔业倍增计划工

作为契机，充分发挥水稻和水域资源优势，做好

以渔治碱文章。重点发展大水面的生态养殖和

稻渔综合种养，同时，推动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镇赉镇赉：：

“南虾北养”再启新篇章
本报讯（张美偲 张婉旭 记者尹雪 实习

生刘一潼）春意融融时，正是小龙虾育苗的黄

金期。三月下旬，镇赉县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小龙虾育苗基地里一片忙碌。在一

栋栋育苗大棚中，工作人员将装有小龙虾苗的

氧气袋打开，把虾苗投放进育苗池，拉开了今

年2000万尾小龙虾苗培育工作的大幕。

2024年夏季，汇聚农业嫩江流域小龙虾养

殖项目取得成功，标志着镇赉县在“南虾北养”

的特色水产养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2025年，为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汇聚农业依

托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成功攻克苗种运输与

培育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这些仅有豆粒大小的虾苗看似柔弱，实则

体质强健、适应能力强，均来自千里之外小龙

虾养殖大省——江苏省。为使小龙虾苗能够

在“长途跋涉”后依然保持活力并茁壮成长，公

司不仅选用了特制的氧气运输袋，还从小龙虾

种苗产地引进了生长迅速、再生能力强的伊乐

藻。

虾苗在成功抵达镇赉后，需在大棚中经过

标粗培育，待虾苗长至5至10克后，会转入养

殖池进行二次养殖。而在小龙虾生长过程中，

脱壳期至关重要。伊乐藻构建的隐蔽空间能

为小龙虾提供安全的脱壳环境，有效降低虾苗

应激反应，大幅提升育苗期的成活率。

与南方相比，镇赉县的小龙虾养殖周期约

100天，相对较长。但得益于嫩江独特的洁净

弱碱性水体，这里产出的小龙虾个头大、体红

壳厚、肉质饱满紧实，品质优势显著。

2025年，镇赉县锚定农产品（食品）精深加

工方向，将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多方协作为纽

带，进一步推动三产深度融合。依托嫩江弱碱

活水生态优势，加速水产养殖业向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转型。在夯实“南虾北养”特色产

业竞争力的同时，将生态红利转化为富民强县

的持续动能。

大安大安：：

春染椒棚“绿意浓”冲刺万亩“致富红”
本报讯（于淼 记者张磊 实习生刘一潼）

三月下旬以来，大安市的辣椒种植迎来备耕关

键期。在大安市联合乡强村公司辣椒育苗大

棚里，种植户们正忙着松土、浇水和倒种育苗，

农技专家也在现场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

今年联合乡党委政府在大安市委组织部

的指导和推动下成立了强村公司，带动全乡辣

椒产业发展。“公司将在种苗培育、示范种植、

田间管理和采购采收提供全链条服务，为全乡

整体的辣椒产业发展提供产业支撑、技术支撑

和信用支撑。”联合乡副乡长贾洪扬说。

在安广镇的辣椒育苗大棚里，工人们正在

为辣椒苗除草，绿油油的辣椒苗长势喜人。大

安市农业农村局通过技术指导，帮助农民提高

种植效益，进一步降低了种植风险。

“我们参照白城市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指

南，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指导合作社和农户在

苗床选择、种子处理、温湿度管控、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开展指导，为辣椒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大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韩喜龙

表示，今年，大安市辣椒产业育苗工作自2月下

旬陆续展开，农技人员便深入育苗基地，就辣

椒育苗工作开展技术指导。

辣椒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和

产销对接。大安市政府帮助农民申请辣椒种

植补贴等惠民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种植

热情。

大安市祥源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王

海军表示，今年他扩大了辣椒种植面积，大安

市政府还对种植大棚进行了补贴，“今年我们

种植了20多亩，能补2万多元，预计能赚20多

万元。”王海军对种植辣椒更有信心了。

“为了提高农户种植辣椒的积极性，大安

市针对辣椒种植出台了系列补贴政策，同时，

全部采用订单销售方式，严格约束企业行为，

充分保障农户的收益。”大安市农业农村局农

业科负责人候春东说。

截至目前，大安市通过大田、大棚、庭院三

种途径，引进了10家企业和9家合作社，种植

保银829、辣尊 997等品种，面积达4万余亩。

随着春耕季节的到来，辣椒苗将陆续移栽，为

乡村振兴播种新的希望。

从统一的育苗到科学种植，从政策支持到

产销对接，辣椒产业正为大安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活力。

在“客土回填”作业区，机械正在平整土地。李晓明 摄

在大安市两家子镇同安村的小西米泵站，各项施工有序推进。（大安市委宣传部提供）

吉林省来贝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订单化服务模式，向重点产粮
区集中配送自主研发的新型生物质水稻育苗基质。王凯 摄

通榆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达成托管协议，统一进购种子、化肥等，并对大型农机具进行检修。（通榆县委宣传部提供）

洮北区鑫淼水产养殖种植家庭农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破冰捕蟹作业。何贤亮 摄

在小龙虾育苗基地大棚中，工作人员将虾苗投放进育苗池。（镇赉县委宣传部提供）

安广镇的辣椒育苗大棚里，工人们正在为辣椒苗除草，绿油油的辣椒苗
长势喜人。（大安市委宣传部提供）

今年今年，，洮南市利用洮南市利用““金融扶持金融扶持++水库清淤水库清淤++客土回填客土回填””系统化思维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版系统化思维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升级版。。李晓明李晓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