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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欣欣）每年的春末夏初，位于松原市宁

江区的伯都乡杨家村，都会迎来一场花的盛宴。那里的蟠

桃园内，粉白的花朵如云似霞，次第绽放，仿佛是大自然用

最诚挚的邀请，引得蜂蝶在此翩跹起舞。杨家村党支部书

记黄彦雨热情地发出邀请：“诚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杨家村

赏花、采摘。”

近年来，松原市致力于发展大旅游，将自身融入西部旅

游环线，积极建设北方生态旅游名城。作为旅游业版图的

重要一环，松原市乡村旅游的发展基础也不断夯实，市场规

模日益扩大，品牌形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依托西索恩图村、九连山村、杨家村等国省市乡村旅游

精品村，以及乡村生活类“打卡地”，松原市大力发展乡村生

态旅游，并通过融合发展，创造出了主题研学、房车露营、民

宿集群等新的旅游业态和场景，为游客和村民带来全新的

生活体验。

为了扩大松原乡村旅游产品的知名度，松原市利用电

视台、广播、报刊、手机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大力发展智

慧旅游，整合全市旅游产业资源，植入全省“一部手机游吉

林”文旅数字服务平台，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的自

助服务功能。同时，通过联动、沉浸、体验等方式，在东北

三省及蒙东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组织开展松

原旅游推介活动。这些努力不仅培育了新的客群，也使得

松原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更加鲜明，构建了自市至县的

全域旅游形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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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松原大地，农机轰鸣打破春日寂静，黑土地上涌

动着勃勃生机。记者近日走访松原市多地发现，2025年备耕

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从“会种田”到“慧种田”，从“汗水农

业”到“智慧农业”，松原正以科技赋能、生态优先的理念，书

写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水稻育苗开始了，前郭县白依拉嘎乡韩家店村农民孙恒

涛正和家人一起在育苗大棚内忙活着。近两年，他家的水田

都是采用创新的“稻蟹共生”模式种植，螃蟹在稻田中穿梭，既

为稻田松土，排泄物又成为天然的肥料，有效降低了化肥的使

用量，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孙恒涛介绍，中秋时节

上市的河蟹加上水稻的收入，要比过去一亩地增收不少。

而在白依拉嘎乡的白依拉哈村，智能育苗大棚已成为

很多农户的首选。乔春诚的大棚内，现代化的科技设备正

在高效运转。只需轻轻一按，上土机和覆土机便自动精准

作业，覆土的厚度控制得恰到好处。这种机械化的育苗方

式不仅提高了效率，还确保了苗齐苗壮，每亩产量因此提升

了约10%。

在前郭县各农资经营门店，前来选购种子、化肥的农民

络绎不绝。玉米、水稻、大豆等优质品种分门别类陈列，销售

人员现场讲解种植技术要点。“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性强，亩产

比普通品种高200多斤。”来自前郭县乌兰图嘎镇大房身村的

门秀芳仔细对比着不同包装的种子，她已提前预订了50公斤

玉米种和1吨化肥。

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全市春耕生产计划投入资金44.4

亿元，需各类作物种子6.02万吨。截至3月31日，全市已筹

集备耕资金44.4亿元，资金到位率100%；需底化肥64万吨

（自然吨），已到户63.4万吨，到户率99.1%。农机具检修率

达96.2%。

在扶余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多

台工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分工明确，共同描绘出一幅繁

忙而和谐的劳动画卷。该项目覆盖了扶余市的17个乡镇，总

投资近7.6亿元，旨在打造高质量、高产出、高效率、高抗灾能

力的“四高”农田。项目涵盖了水源井、输电线路、土壤改良

和田间道路等多项工程，目前进展顺利，预计在今年6月30

日前将全面完成所有建设内容。届时，这片得到平整、改良，

灌溉设施完备的土地将焕然一新。

千里沃野，共筑良仓。为确保备耕春耕顺利进行，松原

市多部门联手行动，共同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交通运输部

门加大了道路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治理力度，致力于实现道路

交通事故数量和伤亡人数的“双下降”，以及不发生重特大道

路交通事故和不发生因管理不到位导致的较大道路交通事

故的“双不发生”目标。持续开展隐患清剿行动，为春耕期间

的道路交通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在农资保障方面，松原市供销社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

指导并督促农资经营主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把关农资

的入口审验，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市场。同时，积极

邀请农业技术专家为农民举办农技知识讲座，传授科学的种

田知识，从农资的科学使用、选购技巧到安全防护措施以及

相关政策法规，专家们为农民们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松原市农业农村局组建了技术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土壤墒情监测、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同时，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重点查处假劣种子、

化肥等违法行为。“我们提前为今年春耕做好了各项准备工

作，确保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

示，此外，全市已培训农民10.7万人次，为农户提供精准技术

服务。

国网松原供电公司的党员服务队也积极响应农村地区

的春耕实际用电需求，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电力支持

和用电指导，确保春耕期间的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紧跟时代步伐，松原市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战略

指引，政策扶持与科技赋能双管齐下，多方位筑牢粮食安全

屏障。

松
原
一
季
度
创
业
就
业
实
现
﹃
开
门
红
﹄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年初以来，松原市

以推动高质量就业为核心，全面优化了就业

服务体系。该市以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为

关键，构建了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并特别关

注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确保了就业大局的

稳定。在第一季度，松原市取得了显著的就

业成绩。

据统计，一季度，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

数达4440人。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人数也有显著增长，达27.33万人，同比增

长了12.18%。此外，为了提升劳动者的职

业技能，该市还对重点群体进行了234人次

的职业技能培训。在创业扶持方面，全市发

放了创业担保贷款共计861.4万元，用以支

持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创业活动。

为了进一步推动就业创业工作，松原市

积极落实相关政策，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开

展了多种招聘活动。其中，“96885吉人在

线”平台精准推送了7856个就业岗位，共举

行了185场招聘活动，提供了12447个就业

岗位，并成功达成了1646人的就业意向。

该市还充分发挥了新落地重点项目和

企业的吸纳就业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岗位开

发。同时，国有企业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稳定了就业岗位。为了进一步增强第三产

业的吸纳就业能力，松原市鼓励其不断发展

和壮大。依托12个已落地开工的项目吸纳

了23290人的就业。

在劳务输出方面，松原市采用了“政府+

人力资源机构+劳务经纪人”的模式，开展了

“点对点、一站式”的直达运输服务，确保了

输出的组织性和到达的可追溯性。全市已

组织了3批次的“点对点”输出，共输送了94

名农民工到浙江、山东等地务工。

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该市以民办培训

学校和职业院校为载体，持续开展培训活

动。同时，强化了跟踪服务，确保“培训一

人、就业一人”的目标得以实现。全市共开

展了7期重点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涉及

234人次。

在创业扶持方面，松原市加强了创业基

地的建设，并持续开展“三送服务”。通过强

化银企对接，加大了对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

扶持力度。全市计划建设返乡入乡创业基

地20个，并已有序推进。此外，通过创业活

动的开展，直接和间接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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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欣欣）记者日前从松原市

召开的推进体重管理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松原市将针对全市超重肥胖人群实施健

康体重管理，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实现：二、三

级医疗机构设立体重门诊提供体重管理及肥

胖症诊疗服务覆盖率、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

健康教育课覆盖率、每年开展体重管理科普

宣传的县（市、区）覆盖率、居民体重管理知识

知晓率全部达到100%。

今年，松原市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将

“体重管理年”活动与爱国卫生运动、健康中

国行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等有机结合，

做好体重管理权威信息宣贯，指导公众正确

认识健康体重、科学动态管理体重，推动体重

管理逐步形成社会共识；壮大科普队伍，组建

由不同专业专家组成的科普团队，提升体重

管理科普能力，科学有效应对“小胖墩”“节日

胖”“假期肥”“过劳肥”等体重问题。同时，推

广体重管理或肥胖防控方面的典型做法和特

色实践案例。

推广使用“一秤一尺一日历”，提升家庭、

学校、单位、宾馆等场所的体重秤配置率，扩

大健康小屋建设覆盖范围，提高公共体重管

理的便捷性和可及性；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专

业技术优势，在二、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整合

营养、内分泌、中医、心理等相关专业资源，开

设体重管理中心或体重门诊，采取多学科诊

疗模式，提升体重管理技能和肥胖症治疗服

务水平；将广场舞、八段锦、健步走等健身项

目融入社区文化建设。

开展育龄妇女和孕产妇体重管理，加强

孕前、孕期、产后体重管理、营养评价与科学

运动指导；针对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加强体

格生长监测、营养与喂养指导；针对学生体重

管理，提倡家校社协同育人，开展合理膳食、

主动运动和心理干预；针对职业人群，加强职

工健康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体育健身

活动；针对老年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

约家庭医生，开展老年人膳食营养和运动指

导，举办老年人体重管理教育等一系列活动。

目前，松原市正在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多

部门配合、全民参与的体重管理模式。下一

步，松原市将继续深化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

推动体重管理纳入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助

力实现“健康松原”目标，为健康中国行动贡

献松原力量。

扎实做好中小学生近视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在松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视光

中心外，排着长队的一群群中小学生，正积极参与免费的

视力检测。哈达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家长李中辉告诉记者：

“每学期开学前，学校都会组织孩子到这里进行视力检查，

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而且费用全免。”

松原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将近视防控作为一项重要

的公共卫生任务来抓。早在2019年和2021年，就分别印

发了《松原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行动方案》和《关于

印发松原市中小学生视力检测方案的通知》，对每年度的

中小学生视力监测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松原市的中小学校每年都会进行两次学生视力筛查，

并及时向家长反馈监测结果。对于那些视力出现异常的

中小学生，学校会立即进行提醒，并告知家长及时带孩子

到眼科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确认。这样的措施

旨在控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确保已经近视的学生不会演

变为高度近视，真正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

除了及时的监测和干预，预防近视的健康教育宣传也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学校作为近视防控的主阵地，不仅通

过健康教育课程进行教育，还利用广播、宣传栏、家长会等

多种形式对学生和家长开展科学用眼、护眼健康教育。鼓

励学生们成立健康教育社团，开展视力健康同伴教育，以

互动的方式加深对近视防控的认识。

抓住关键时间节点，松原市教育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近视防控知识宣传活动。借助“3月、9

月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和“6月6日全国爱眼日”等契机，

在中小学校中推广传唱爱眼歌、在教室张贴预防近视宣传

图等。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们的爱眼护眼意识，也让

他们在实际行动中践行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此外，松原市还先后建设了多个视力健康教育基地，

包括吉林油田松江小学、蒙古族实验小学等多所学校，用

于保障监测平台建设、学生视力筛查以及近视防控健康教

育宣传等综合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我们将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积极有

效地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为孩子们的眼健康保

驾护航。”松原市教育部门有关同志说。

乡村旅游生机盎然

前郭灌区水稻种植户抢抓农时积极开展大棚育苗工作。

进入春季以来，方白
鹳、青头潜鸭、斑头秋沙
鸭、花脸鸭、大天鹅等候
鸟陆续北归，迁徙到吉林
查干湖景区安家落户。
这是4月5日记者在景区
湿地拍摄的凤头麦鸡。

松 原 市 抢
抓项目建设黄
金期，大力推进
项目建设，这是
正在建设中的
吉林油田勘探
开发项目。

积极加强种子市场监管，护航春耕生产。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学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