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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的清晨，东北黑土地还笼罩在薄雾中，松原

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乌兰图嘎镇大房身村的王

春福已驾驶着大型播种机驶入田间。“这几天是玉米播

种的‘黄金期’，早一天下种，秋收就能多打一些粮。”王

春福望着黑黝黝的土地，眼里映着对秋收的憧憬。

万物生发季，正是希望的种子播下时。松原市以

科技赋能、绿色转型、品牌升级为主线，在广袤耕地上

谱写着一首现代农业的新篇章。今年，松原市粮食播

种任务锁定1618.4万亩，大豆播种79.1万亩。“从资金

到物资，从农机到水利，我们早部署、早落实，确保了春

耕生产顺利进行。”松原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松原市乾安县，农机手韩立光几年前将土地流

转给大遐畜牧场，听说要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这个种

地“老把式”犯起了嘀咕。水肥一体化如何助力增产？

关键在于精准把握时机、高效作业、细致管理及促进良

好吸收。据大遐畜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启雷介绍，采用滴灌技术能确保水肥均匀、精准送达

玉米根系区域，维持土壤最佳状态。在玉米生长期内，

仅需在出苗时浇水一次，再辅以三次水肥供应，就实现

了精耕细作。乾安县位于吉林西部，长期面临缺水困

境，但借助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地可节水26吨，水分

和化肥利用率分别提升43.1%和30.2%，成效显著。

土地年年种，科技创新路不停。今年，松原市还计

划在前郭县深井子牧场划拨70公顷国有土地，用于建

设市农科院的试验基地。这一举措将为承接重大科研

课题和项目提供有力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在农业生产

中的深入应用。为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

平，松原市还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更多先进的农

业科技设备和技术，让农民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感

受科技带来的美好与幸福。

科技助农让农业生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

绿色农业的发展，则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天

地。在吉林乾安经济开发区的吉源众乐（吉林）现代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苗春江向我们介绍了在

建项目的情况。“我们将打造一个从种植到养殖、饲料

加工、粪肥还田、屠宰再到冷链储运的完整闭环农业模

式，这一模式不仅能实现农业废弃物的零排放，还能提

高农民收入，开启绿色农业的‘生态红利’时代。”苗春

江说。该项目计划于6月30日前竣工，7月末开始量

产。目前，项目已投入建设资金8000多万元。

多年来，松原市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除种养循

环模式外，还在水稻种植基地推广稻渔共生系统，减少

化肥使用；将粮食加工副产物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实现

资源高效利用。这种“种养循环、低碳高效”的发展路

径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提升了农产品品质，为可持续

发展开辟了新空间，既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对农

业未来的负责。

怎么种目标措施明确，种什么也要做到心里有

数。近日，松原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台了《松原大

米品牌建设工作方案》。该方案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

发力，充分挖掘松原大米品种、品质、品牌潜力，实施粮

食品牌引领产业融合发展战略，旨在通过品牌建设提

升松原大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推动整个大米产

业发展。将通过加强品种选育、提升产品品质、加大品

牌营销力度等措施，力争到2027年，全市水稻种植面

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稻谷年产量达125万吨以上，

“查干湖大米”进入行业领军梯队。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初夏时节，微风拂

面。在松原市热电清洁供热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分秒必争地在这黄金建

设季全力加速项目建设。作为2025年度重点

民生工程，该项目总投资14.1亿元，横跨松花

江南北两汊及江心岛，连接南岸外滩路与北

岸滨江东路。通过新建与改造并行，全市供

热面积将增至3402万平方米，同时，141座换

热站、混水站将迎来智能化升级，助力城市供

热更环保、更高效。

“项目采用双层管桥设计，下层铺设

DN1200供热主管道，投产后将全面替代老旧

燃煤锅炉，实现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同时，上

层设置慢行专用通道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

行，建成后可有效缓解两岸通行拥堵，提升跨

江出行便利性。”松原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副经

理王维胜介绍道。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优环境就是强根

基。松原市热电清洁供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高效推进，折射出松原市抓项目促发展的

坚定决心。

据悉，2025年，松原市计划开复工5000

万元以上项目240个，同比增长5%。年度计

划投资额达342.2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占比

70%以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松原市推出一系

列举措。在领导机制上，实施领导包保责任

制，市、县两级领导深入各县（市、区）、开发区

项目一线，协调解决土地、资金、手续、政策等

关键问题；在审批服务上，通过“五个五”工作

体系探索极简极速审批改革，精简合并审批

事项、压缩审批时限，为企业减轻负担；在项

目推进上，针对春季开工节点，明确新建项目

和续建项目的时间表、路线图——新建项目

由发改和政数部门并联推进立项、规划、用

地、环评等前期手续，续建项目紧盯节点目标

全力提速，为实现投资首季“开门红”筑牢根

基。

在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下，松原市重大

项目建设蹄疾步稳。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

能为城市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还将在产

业升级、就业扩容、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松原市打造“15分钟医保服务圈”
本报讯（马志涛 记者王欣欣）为全面

提升医保服务效能，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

公里”，松原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近日印

发《松原市医保建设“医保驿站”实施方

案》，以“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为抓手，

构建覆盖全域、触手可及的医保服务网络，

推动医保服务从“可及”迈向“优质”，让医

保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家门口”。

松原市秉持“因地制宜、科学布点”理

念，构建三级医保服务网络：在定点医院设

标准化“医保服务站”，高校在食堂与学生

服务中心设便捷服务点，旅游景点售票处

等公共区域布局特色驿站，社区及乡镇在

交通枢纽、人员密集地设服务站点。通过

精准选址，确保城乡居民步行15分钟内可

抵达“医保驿站”，实现医保服务“零距

离”。

“医保驿站”集成六大核心功能：提供

参保登记、政策咨询，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等

14项高频业务并简化流程；开通新生儿参

保“一件事”联办指引通道；协助激活医保

电子凭证，推动服务数字化；为特殊群体提

供上门帮办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解

读；为老年群体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全程

代办服务，彰显人文关怀。

松原市建立“六个统一”管理机制：统

一使用国家医保标志标识，统一接入省级

服务平台，统一业务培训考核标准，统一服

务质量评价体系，统一应急处理预案，统一

硬件设备配置。各站点配备1-2名专职人

员并实行AB岗制度，确保服务不断档。

依托吉林省医保基层服务平台，“医保

驿站”实现“一站受理、全网通办”，通过视

频连线实现市、县、乡三级联动办理复杂业

务，打破地域限制。同时，实时收集群众反

馈，落实“好差评”机制，以满意度为导向优

化服务，推动医保服务智能化、便捷化。

按照“试点先行、梯次推进”原则，首批

32个示范点已于4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6

月将开展全面服务效能评估。松原市建立

市、县、乡三级督导机制，将建设工作纳入

年度绩效考核，确保工程高质量推进。

据悉，该工程预计覆盖全市85%以上常

住人口，年服务量可达30万人次。“15分钟

医保服务圈”的建成，标志着松原市医保公

共服务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便捷化成功

转型，深度融合群众生活场景，成为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民生幸福新标杆。

初夏的松原百花争艳，色彩斑斓。日前，“2025哈拉毛都梨花节”在拥有“千

树万树梨花开”美景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哈拉毛都镇拉开帷幕。

千亩梨园内，漫山遍野的梨花竞相绽放，人们徜徉在洁白的花海中，纷纷拍

照打卡留念。“每一年的梨花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到这无垠的梨花海，

心情特别愉悦，同时还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出，不虚此行。”来自松原市的游客

崔百灵说。

以花为媒，以节促产。多年来，哈拉毛都镇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

全面提升游客互动体验，积极传承民族文化精粹，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全面助力

乡村振兴。

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区叶片二期项目。

松原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速

千亩梨园迎客来千亩梨园迎客来
本报记者 王学雷

松原松原：：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打好春耕生产主动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欣欣王欣欣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学雷

春耕工作有序推进,农业生产势头强劲。图为宁江区大洼镇房身村抢抓有利气象条件，积极开展春
耕播种工作。

前郭灌区全力做好春耕生产各项工作。

““20252025 哈拉毛都梨哈拉毛都梨
花节花节””拉开帷幕拉开帷幕。。

游客在哈拉毛都梨花节现场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