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市州
电话：（0431）88600592 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 张妍

“智慧春耕”育苗忙

本报讯（徐立鑫 张晶 记者李铭）连日来，通化市柳河县

姜家店朝鲜族乡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时机，适时开展水稻育苗

工作，全力以赴跑出春耕生产“加速度”，守牢“米袋子”。

在丰田米业水稻育苗大棚里，机械育苗“流水线”开启“智

慧春耕”，秧盘铺膜、上盘、添种、浇水、覆盖、出盘……工人们

分工协作，一盘盘秧盘成品快速制作完成，摆放到一旁进行催

芽。

“机械化育苗降低60%人工成本。今年已育苗2万盘，可

移栽500余亩水稻田。”丰田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喻红军介绍

道。据了解，目前姜家店朝鲜族乡已广泛推广采用模盘育秧

技术，预计35至40天后即可抛秧，确保5月中旬完成插秧。

近年来，姜家店朝鲜族乡通过政策扶持、示范带动、技术

指导，大力推广水稻集中育苗和机械化抛插秧，全力提升水稻

生产机械化水平，助力粮食大面积稳产增产。

“开眼界了，原来辣椒还有这么多说道。”

近日，在通榆县天意农产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展示厅，

企业负责人为记者介绍了不同品种的辣椒及常用领域。

“保银829辣椒可以做火锅炒料、保银129辣椒可以做火

锅煮料、云丘椒适合放在九宫格火锅里、皱皮椒适合烤制食

用、天龙26辣椒适合提取工业色素、北京红适合腌渍辣白菜

时使用。”

航天东方红一号辣椒，这名字就不一般。企业负责人介

绍，这个品种的辣椒是经过航天育种的。“一亩地可以种1200

至1500株，一株辣椒农民可收益10元，一亩地农民的毛收入

就有1万多元，而且好种好管理。”企业负责人指着结满红色

辣椒的植株图片说。

这种辣椒除食用外，主要用于工业领域。“500吨辣椒的

提取物只有这样一小桶。”企业负责人双手在胸前比画着桶

的大小，“但这桶辣椒提取物能够卖到3000万元，经济价值

非常高。”

发展工业用辣椒，种植规模要跟得上才行。“我们在自己

的试验田里小规模种了3年，今年首次在大田里进行大面积

种植，约有500亩。”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大规模试种成功

后，明年即可向农民大规模推广。

在企业负责人看来，大田主粮全程机械化种植、减少劳动

力是东北农业发展的趋势。而在庭院里发展小耕、微耕化种

植，可以让农村老龄人口有效参与进来，提高经济收益。

“在棚膜经济中推广这种辣椒，可以避免天气因素带来的

影响。”企业负责人说。“咱们很多农民家里的庭院大，搭一个

小拱棚就能种，有了棚膜的保护，下大雨或冰雹也不会伤到辣

椒。”企业负责人说。

今年，白城市计划种植辣椒25万亩，通榆县预计达15万

亩（庭院4.9万亩，大田10.1万亩）。4月，正是辣椒育苗的关

键时节。在通榆县城郊的白城辣椒产业研究院种苗繁育基

地，育苗大棚里满目青绿，工作人员正在给辣椒幼苗进行浇

水，嫩叶与水珠相拥，显得十分可人。

“看，这个外面叶子叫子叶，里面叫真叶。”基地负责人轻

轻掰开一株辣椒幼苗介绍。“等真叶有6至8瓣的时候，就可以

移栽到大田里了。”今年幼苗移栽至大田的时间预计在5月5

日至10日。目前，该基地已建成标准化辣椒种植示范区1万

亩，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种植面积达4万亩。2024年辣椒总产

量突破2.5万吨，年产值达2.5亿元。

“我们从2005年开始规模化发展辣椒种植。最开始种的农

户不多，后来发现效益好，大家就纷纷加入了。”基地负责人介

绍。如今，他们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保底收购、技术指导等

方式，与16个乡镇、2万户农民达成订单合作，每年户均增收

1.25万元，累计带动就业超1万人次。“按照现在的势头，今年有

望种植突破10万亩、产量达到5万吨，总产值5亿元左右。”

多年来，基地掌握了不少核心技术。“之前移栽主要靠

人工，现在我们有了不少现代化农机设备，移栽效率特别

高。”基地负责人指着一台辣椒移栽机介绍，“它一次能完成

起垄、覆膜、栽苗、覆土、浇水等多道工序，省时省力。”在病

虫害防治上，基地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利用害虫的天敌、性

诱剂这些物理、生物手段，减少农药使用，种出来的辣椒更

绿色健康。

水肥一体化智能管控系统的使用，让施肥更加精准。此

外，基地还有鲜干辣椒机械化无损采收技术，使辣椒的损耗率

低于5%。

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白城市看到了辣椒规模化生产

的重要性。在白城市今年出台的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计

划中，将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连片大田种植辣椒，形成集约化、

规模化生产基地。同时围绕做足做活“农头工尾”文章，还将

积极引进“食品级”和“工业产品级”辣椒加工企业，推动辣椒

就地加工转化增值，打造具有白城区域特色的辣椒知名品牌，

全力推动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张磊、尹雪摄）

小辣椒孕育“新经济带”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公正调解化纠纷

本报讯（李欣儒）近日，一起困扰当事人两年之久的承揽

合同纠纷，在东丰县人民法院法官的调解下成功化解。当事

人单某心怀感激，将一面印有“诉中调解显公正，司法为民护

权益”的锦旗送到法院。

2022年2月至4月间，赵某在单某经营的装潢部定制广

告宣传品，单某按照赵某要求精心制作并顺利交付赵某。总

计5000余元货款赵某却仅分批支付了1500元，剩余尾款总以

各种借口推脱。单某无奈之下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法官赵秀峰第一时间找到双方当事人了解

情况。赵某表示，的确还有部分货款尚未结清，但他强调，单

某经营的装潢部制作的广告宣传品未能契合他的预期，他认

为不应全额支付剩余货款。为妥善化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

赵秀峰决定进行庭前调解。经过调解，双方逐渐放下对立情

绪，就剩下的欠款达成调解协议，赵某当庭通过微信转账方式

给付了单某的剩余欠款。

简 讯简 讯

本报讯（记者王学雷）近日，经过技术人员和

村民3个月的精心培育，松原市宁江区新城乡罗

斯村的温室大棚内一株株深褐色的羊肚菌迎来

“丰收季”。

室外春寒料峭，大棚内却是热火朝天的劳动

景象。工人们手脚麻利地采摘、切割成熟的羊肚

菌。饱满的羊肚菌簇拥在一起，像一簇簇褐色的

花儿，菌类独有的香气扑鼻而来。

多年来，罗斯村充分发挥地处松原市城区

近郊的优势，积极发展棚膜产业、乡村近郊游，

带动了村民致富。在了解到羊肚菌具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而且罗斯村种植羊肚菌有着充分的

自然优势后，村党支部书记董志强便积极与天

津君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合作，

让羊肚菌“落户”罗斯村。“我们村已组建合作社

联合体，由君丰农业提供菌种和技术托管，农民

以棚室入股参与分红，并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受

益。”董志强说。

据天津君丰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大军介绍，罗斯村的土质和温差等自然条

件非常适合种植羊肚菌，每亩产量可达2000斤

左右。采摘后的羊肚菌，一部分烘干后发往成

都，另一部分进行鲜品销售。赵大军还透露，各

类羊肚菌产品在市场上十分抢手，公司将进一步

扩大种植规模，建立实验室实现本地菌种生产。

同时，谋划延伸产业链，研制羊肚菌调味料、面条

等产品，提高附加值。

今年，罗斯村在5栋温室大棚里种植了羊

肚菌，羊肚菌每3个月一茬，在种植间歇期，大

棚还能种植其他农产品，进一步提升经济价

值。“下一步，我们将扩大种植面积，逐步完善

产业链条，带动周边有意向的农户一起种植羊

肚菌，促进更多村民就业致富。”董志强信心满

满地说。

罗斯村的羊肚菌丰收了
本报讯（记者赵蓓蓓 实习生姜雨

佳）近日，为治理城市环境、维护公共设

施，一场以“培树新风尚 文明月月行”城

市文明建设为主题的行动在辽源市展

开，为市民打造优美舒适的休闲空间，让

文明之美融入草木光影，勾勒春日文明

新画卷。

漫步西安公园，身着绿色工装的

绿化工人正手持修剪工具，认真地为

园内的树木修剪杂乱枝丫。在工人喷

药作业喷出的细密雾霭中，病虫害防

治作业也在同步推进，实现了对树木

植物的实时防控与有效治理，让绿植

茁壮成长。

“为了给广大市民提供一个好的游

园环境，我们每天都会对公园内的卫生

和安全设施进行清理和检查，确保为市

民打造出一个更加优美、舒适的公园环

境。”西安公园园长丁赫向记者介绍道。

在日常保洁清理工作中，绿化工人们也

会及时清理绿地内的杂草、垃圾，尤其注

重隐秘角落的垃圾清除，做到日产日清，

确保绿化带无垃圾残留。

与此同时，辽源园林管理中心还安

排了专业维修人员深入公园的各个角

落，对建筑、小品、长椅和亭子等设施展

开地毯式排查。紧固松动的螺丝，修补

破损的漆面……维修工人认真仔细地

排查，检查出问题后及时进行维修，让

园内的休憩设施重归舒适，焕发生机，

成为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公园

散步的市民于长青笑着说：“现在公园

的设施真是越来越好了，我们来这里锻

炼也很舒心。”

辽源：勾勒春日新画卷

当前，双辽市紧扣“早谋划、

快行动、强保障”方针，积极组织

农业系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农

资市场、合作社，摸实情、解难题，

全力推进备春耕工作，为全年粮

食丰收夯实基础。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农资储备是春耕的关键环节，直

接关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为确

保农资供应稳定、价格平稳，双辽

市多措并举加大保障力度。目

前，全市农资储备充足，种子、化

肥、农药、农膜等储备总量已达

13.5 万吨，基本可满足春耕需

求。

同时，当地农业执法部门联

合相关单位，持续开展“护农打

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农资，确保农民用上“放心种”“放

心肥”。大型农资经销企业则采

用“淡储旺销”经营模式，加快农

资配送进度，保障春耕生产。

在双辽市王奔镇留久村吉双

久农业种植机械专业合作社，仓

库内化肥整齐码放，运输车辆往

来穿梭，工人们正忙着卸货入

库。今年，该合作社通过整合农

户需求，形成“大订单”采购模式，

已储备种子1650袋、化肥200吨，

预计可满足300多公顷农田的春

耕需求。留久村党总支书记孙明

亮表示，合作社采取托管、土地流转等多种模式，今年涉及耕

种面积约150公顷。目前，农机设备正在紧张检修，3月底前

完成全部备耕工作，让农户种地无后顾之忧。

农机增量，提高春耕效率。双辽市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600余万元。截至目前，全市可

投入春耕生产的农机数量达3万台（套），较去年增加近千台

（套），预计春耕作业效率将提升约10%。

此外，双辽市农机总站组织“农机医生”深入田间地头，免

费为农户检修设备、排查故障。目前全市农机检修进度已达

97%，为春耕生产赢得了宝贵时间。双辽市茂林镇福民农机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启福说，他们合作社现有农机具7套，种

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已全部备齐，机械检修也基本完成，随时

可以投入作业。

为提升春耕科技水平，双辽市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服务进

村入户。当地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组织百余名农技专家

成立“春耕备耕服务队”，围绕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新

技术开展精准指导。截至目前，已举办各类培训80余场，惠

及农户1.7万余户，为东明镇等20余个粮油高产示范区提供

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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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近日，由省教育厅主办、吉林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吉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吉

林市举行。

来自全省24所高职院校的314支参赛队伍、1500余名师

生齐聚，在为期两天的赛程里，围绕14个赛项展开激烈比拼。

14个赛项中，有10个与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涵盖建

筑装饰数字化施工、5G组网与运维、融媒体内容策划与制作

等领域。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赛项负责人孙炳欣

介绍，“以融媒体内容策划与制作赛项为例，这一赛项鼓励学

生利用多种媒体相融合，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呈现作品。

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不仅增强了实践动手能力，团队协作、应

变和表达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该赛项将为传媒行业、信息

技术和艺术设计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供支持。”

据介绍，本次大赛集中展示了我省职业教育的发展成果，

将有力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激发师生的

创新活力，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举办

本报讯（孙丹 曲静 记者金泽文）抚松县沿江乡茂密的森

林里，散播着2万亩林下参，不用人工干预，完全在大山里自

然生长，其品质可媲美野山参；在全球最大的人参集散地——

抚松县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年份悠久的林下参干品整齐摆

放、明码标价，受到消费者和经销商的青睐。

位于长白山腹地、松花江上游的“中国人参之乡”——

抚松县，拥有1600余年的野山参采挖史和460余年的人参

栽培历史，是长白山林下参主产区的核心产区，中国野生人

参的重要产地。从莽莽林海到现代化生产车间，从传统采

参习俗到数字科技浪潮，抚松县正以创新姿态书写林下参

产业的崭新篇章。

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高，独特的气候、土壤、水资

源，为抚松县林下参生长提供了天然温床。成立于2009年的

沿江林下参专业合作社，给每一苗林下参办理了“身份证”，将

挖参的步骤纳入溯源数字库，输入编码，种植地经纬度、气候

条件、采参图片、种植人等一目了然。

作为长白山人参的原产地、中国道地人参的主产区，抚松

一直占据着人参交易市场的主流，全国80%的人参在此交

易。以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市场化、产业化为发展方向，

该县加快建设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着力打造世界人参交易

集散地、种质资源源发地、人参产品研创地、人参文化溯源

地。目前，拥有“抚松人参”“抚松林下山参”两个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人参食品、药品、化妆品、保健品、生物制品等五

大类600多种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坐落于万良镇的中草集参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主打人参

化妆品系列的企业，在全国开设1500多家专卖店。目前公司

在抚松县拥有林下参种植基地、人参加工厂等。中草集护肤

产品以长白山人参产地为依托，从种植源头就严把产品质量

关，成为中国人参护肤品代表品牌。

“棒槌”“快当”……放山号子穿越千年林海，采参习俗

演绎生态智慧。抚松县厚植“林海参乡文化”内涵优势，连

续举办38届长白山人参节，首届东北亚（抚松）人参养生膳

文化展示交流活动丰富多彩，“长白山采参习俗”“长白山人

参故事”等51项被分别列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持续弘扬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将人参文化融入

现代生活。

人参故里新气象

企业展示的各辣椒品种。 辣椒育苗大棚内，一株株幼苗茁壮成长。企业负责人介绍航天东方红一号辣椒的特征和特性。

辣椒育苗大棚内，工作人员正在给幼苗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