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耕时，一项创新

的种植模式——玉米、小冰

麦川带间作，悄然改变着双

辽市卧虎镇五星村的农业格

局。目前，52公顷长势绿油

油的小麦苗整齐地生长在刚

刚播种的大垅双行玉米带

间，为村民们带来了增收的

新希望。

五星村地处松辽平原，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拥有得

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但

长期以来，村民们的种植结

构较为单一，主要以玉米种

植为主，经济效益增长缓

慢。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实

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村党

总支领办的正鑫种植专业合

作社积极探索新的农业种植

发展道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村党总

支书记冯宪宇在外出考察时，

了解到小冰麦这一作物适合

同玉米间种。小冰麦是适合

东北地区种植的优势粮食作

物，具有“种在冰上，收在火

上”的特性，每年清明节前即

可种植，7月份中下旬便能收

获，收获后还能再复种其他作

物，实现一年两季作物、一块

耕地两次收入的目标，经济效

益明显。经过多方调研和专

家论证，结合五星村的实际情

况，村党总支部决定尝试在合

作社试种玉米、小冰麦川带间

作种植模式。

合作社按照科学的方法在清明时节抢抓农时，率先播种

小冰麦。小冰麦出苗后，嫩绿的麦苗在春风中茁壮成长。等

到5月中上旬，在预留好的间距中，再种植玉米。玉米和小冰

麦高低错落，将会形成独特的景观。在生长过程中，小冰麦和

玉米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小冰麦成熟早，在7月中旬收获

后，为玉米留出了充足的生长空间，使得玉米能够充分吸收阳

光、水分和养分；而玉米较高的植株又为小冰麦前期生长起到

了一定的防风作用。

“为使玉米生长更好地通风透光，提高玉米产量，我们

五星村今年第一年尝试川带种植玉米、小冰麦，相比于传统

种植，可使粮食产量提升30%之上，玉米密度增加30%，土地

利用率大大增加，小冰麦的收成属于增收部分。”冯宪宇高

兴地说，下一步，他们将采用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根据作

物不同生长期“量身定制”水肥量，助力粮食稳产高产。

如今，在五星村，玉米、小冰麦川带间作种植模式已经

得到了广泛认可。新的种植模式不仅为村民带来丰厚的经

济回报，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为了进一步提高玉米小冰麦川带间作的效益，今年，五

星村还将积极拓展产业链。一方面，加强与粮食收购企业

和加工企业的合作，确保农产品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合理

的价格；另一方面，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将小冰麦加工成

全麦面粉，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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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当下，正值万寿菊移栽的黄金时节，

走进农安县，在各村万寿菊移栽现场，干部群众齐上阵，挥锹挖

坑、扶正幼苗、培土压实……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一株株绿色的

幼苗里，蕴藏着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

在烧锅镇，村民们正在将一株株万寿菊幼苗植入沃土。截

至目前，全镇372万株万寿菊栽植数量已完成90%。烧锅镇将万

寿菊产业作为激活闲置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的“引擎”，聚焦199

户精准脱贫户，充分利用农户院子、闲置地、房前屋后及道路两

旁等空间，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种植区域。在抢抓栽植进度的同

时，烧锅镇坚持“质量为先”原则，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开展现

场指导，全程科学管护，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种一片、成一片”。

为扎实有序推进万寿菊栽植工作，近日，哈拉海镇积极组

织带领广大群众一起“扎”进田间地头，齐心协力开展万寿菊栽

植工作。哈拉海镇正以万寿菊这一“金色花”撬动乡村“致富

路”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为确保栽植质量，哈拉海镇结合各村栽植计划有序发放幼

苗，做到当天发放、当天栽植。同时，为村民提供手把手的技术

指导和培训，从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每个环节都有专人把

关，确保苗株成活率。栽植现场，村民们干劲十足，大家紧密配

合，分工有序。铁锹与土地的碰撞声、浇水的潺潺声交织成劳

动欢歌。

据了解，农安县计划将万寿菊种植规模从去年的8000万株

增长至今年的1亿株，围绕“扩规模、提质量、保增收”目标，依托

万寿菊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新渠

道。同时，农安县计划打造44个“高质量发展万寿菊特色产业示

范村”，通过典型示范带动，激发群众栽植万寿菊的积极性。

近年来，农安县立足地方特色资源禀赋，坚持党建引领，按

照“党建+产业”融合发展理念，用“党建链”串起“产业链”、打通

“增收链”，走出了“党建引领+支部推进+群众增收”的产业发展

新模式，将万寿菊种植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群众增收的特

色产业，通过“统一供苗、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的管理模式，实

现了从育苗、管护到收购全链条闭环管理。全链条产业发展体

系的纵深推进，既提升了产业标准化水平，又增加了群众增收

效能，为乡村振兴增添了“金色”动能。

点菊成“金”花香满径

时序入夏，大地上绿意浓浓。近日，在大

安市两家子镇的廊道绿化现场，人们有序栽植

苗木，为公路廊道增添绿色屏障。

白城市荒漠化土地治理中心主任纪凤奎

介绍：“今年以来，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白城市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采取国家支持、地方统筹、林权

主体自筹的资金筹措方式，科学有序推进国土

绿化工作。”

今年，白城市已完成廊道绿化409.3公

里、村屯绿化443个、各类造林9.2万亩——这

些数字既是白城市抢抓墒情的攻坚成果，更是

“造管结合”理念的实践注脚。

在科尔沁沙地北缘的生态版图上，白城的

角色颇为特殊：既是北方防沙带的关键节点，

又是松嫩平原盐碱地治理的前沿。2023年被

列入“三北”工程核心攻坚区后，这座城市交出

的答卷不再是“种树治沙”的单命题。白城市

成立了“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工作专班，聚焦北方防沙带建设和重点生态功

能区保护修复，系统实施造林绿化、草原治理、

林草湿生态连通等生态修复治理，推动防沙治

沙从“单要素”向“全要素”治理转变。

依托“三北”工程，白城市构建起覆盖全

域的生态治理工程体系——从中央财政支持

的林草湿荒一体化修复到省级试点示范项目，

从百万亩沙地治理到城乡绿化网络建设，累计

投入超4亿元，完成生态治理面积超160万亩，

建成 20 处防风固沙与盐碱地治理样板工程。

各重点工程推进扎实、成效突出——

中央财政“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

护修复项目，项目规划期为2024—2026年，聚

焦系统性修复，完成森林抚育6.9万亩、草原

修复19.15万亩；

作为全省首个启动林草湿生态连通工程的

城市，白城市以75.23万亩造林、1200余公里廊

道绿化等成果，实现城乡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投资3.3亿元的科尔沁沙地北缘治理项

目，是白城林草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生态治理

项目，在沙区建成15.9万亩生态防护带；

大安、通榆省级试点形成县域治理模板，

完成26.9万亩生态治理，通过多维度推进造

林、村屯公路绿化、草原湿地治理等工程，显著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与城乡生态面貌。

这些工程不仅筑牢了科尔沁防风固沙屏

障，更通过“宜林则林、宜灌则灌”的科学实践，

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荒漠化防治经验，

彰显了生态工程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核心

支撑作用。

白城在草原治理与科技治沙中展现鲜明

特色。通过修订《草原生态保护条例》，以围栏

封育、禁牧种草等措施系统修复沙化盐碱化草

地，完成67.87万亩草原治理，改造23个万亩

级草场，建成国家级草原公园、草场及省级种

子基地，推动草原植被盖度与生物多样性显著

提升，实现生态保护与治理效能双提升。

科技治沙领域，白城以“适地适树、以水定

绿”破除单一绿化模式，培育“白城杨”良种并

推广，创新形成多种生态修复模式。通过树垄

覆膜、滴灌等节水技术及多树种混交林结构优

化，提升造林成活率与系统稳定性。从专业化

精细管理到林草湿连通工程布局，其科学治沙

实践为北方沙区提供可借鉴的治理范本。

从“见沙治沙”到“山水统筹”，白城市的

生态实践折射出治理理念的系统升级。近两

年8.6亿元投入转化为21.21万亩造林、845

公里廊道绿化及896个村屯添绿的实效，将

森林、草原、湿地纳入统一修复框架，通过全

要素连通激活土地自愈力，既减轻土地荒漠

化程度，更以绿色屏障筑牢生态与粮食安全

双防线，为北方沙区提供了“系统治理促共

赢”的实践样本。

图片说明：
①白城市的“三北”防护林
②白城市开展草原修复治理
③白城市的廊道绿化

（本栏图片均由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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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伟）近年来，永吉县口前镇深入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保护性耕作技术为抓手，为黑土“粮

仓”筑起可持续保护的“绿色屏障”。

2025年，口前镇预计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13680亩。作为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区域，口前镇创新构建“政府主导+

科技支撑+主体参与”的三位一体保护体系。镇农业办及综合

服务中心农业站人员积极探索建立黑土地保护长效机制，将智

慧农业监测系统融入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实现黑土地保护的数

字化、精准化管理。同时，为破解技术推广难题，镇政府依据

《永吉县农业农村局2025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结合口前

镇实际情况，整合专项资金，根据秸秆覆盖情况，以亩计算，对

实施主体给予不同金额的补贴。

据日前探测统计，口前镇连续3年实施保护性耕作地块，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3个百分点，地表径流减少60%，每公

顷增收粮食900公斤以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与粮食稳产增

收双赢。

保护性耕作助力黑土“生金”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产业兴则乡村兴，生态美则百姓

富。在梨树县孟家岭镇的千亩果园里，一群“小蜜蜂”正成

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大引擎”。

近年来，梨树县践行“大农业观”，以“生态优先、科技赋

能”为导向，将蜂授粉技术与林果产业深度融合，让鸡心果

实现了“甜蜜丰收”。

多年来，孟家岭镇孟家岭村、苏家村等多个村落依托

近300公顷果园，打造出以鸡心果种植为核心的特色林果

产业，漫山遍野的果树成为村民们的致富希望。省畜牧总

站联合省养蜂科学研究所与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达成战略

合作，把蜂授粉技术带到了村里，辐射面积1600亩，用小蜜

蜂破解了林果产业的“老大难”。

蜂授粉对农业、生态意义重大，超85%依赖昆虫传粉的

显花植物离不开蜜蜂。四平地区天气寒冷，花期较短，传统

养蜂人需常年“追花转场”。

在梨树县，蜂授粉技术的落地不是“一次性工程”，而

是“带不走的技术财富”。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连续两年

举办蜂授粉技术培训班，通过“理论+实践+交流”模式，培

训150人次，为果农现场指导，答疑解惑，并搭建交流平

台，把蜂授粉技术和果树栽培技术巧妙地融合，实现交叉

学科的有效链接。

“小蜜蜂”激活“大引擎”

③③

本报讯（记者冯超）初夏时节，集安市鸭绿江畔的乡村民

宿集群迎来客流高峰。依托“钱湾·果宿”“下活龙·渔坞”“望

江·云集水岸”等特色民宿品牌，集安通过资源整合、文化赋能

与产业联动，打造出“一村一品、多点开花”的乡村旅游新格

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

位于太王镇的钱湾村，以“果宿”主题民宿闻名。这里坐

拥4000亩果园，盛产苹果、梨等20余种水果，春赏花海、夏享

绿荫、秋摘硕果、冬观雪景的四季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村内

打造的“果·宿露营基地”将半山木屋民宿与果园采摘深度融

合，游客可入住独栋木屋，体验田园采摘、果干制作等项目，感

受“开门见园、闭户观星”的诗意生活。通过“合作社+农户”模

式，钱湾村发展民宿92户，60%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实现了

“果园变景区、农房变客房、果品变商品”的华丽蜕变。钱湾村

村民说：“以前光靠卖果子，收入不稳定。现在开民宿，游客来

了能住能玩，收入多了，日子也踏实多了。”

麻线乡下活龙村依托鸭绿江渔猎文化，打造“渔坞”主

题民宿集群。村内13间民宿由专业设计师改造，既保留了

农家院落原貌，又融入了现代设施。游客可体验江边垂

钓、渔猎文化展示，品尝野生鸭绿江鲤鱼等特色美食，或在

陶艺坊、布艺工坊参与非遗手作。通过与高校合作建立的

“乡里农创园”，该村孵化文创工坊 3 处，举办创业培训 38

期，带动村民参与乡村旅游，昔日小渔村蜕变为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

望江村露营基地则以“水岸”为名，凭借鸭绿江畔的绝佳

生态，在3.5公里江岸线上，打造集装箱民宿群、时光隧道光影

景观、栖谷露营地等设施于一体的“露营+休闲”边境旅游休闲

基地，游客可在此露营观星、徒步探秘，感受山水之间的野趣，

2025年“五一”假期期间，旅游集散功能区单日接待游客超

1000人次。望江村从发展旅游产业以来，依托“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逐年稳步增收。

联动绘新景 民宿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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