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蛰过后，东北黑土地
上冰雪消融，农民又开始忙
活起来，他们买化肥、选种
子、学农技。今年备耕期，
吉林各地积极保障农资供
应、谋划扩大大豆种植、丰
富农技培训形式，为备耕做
足准备。

选种子、增补贴 扩种
大豆信心足

眼下，黑土地上气温逐
渐升高，农民迎来备耕高峰
期。这几天，一个大豆专家
团队来到松原市乾安县，考
察盐碱地种豆试验田，为当
地豆农推荐优质品种。

“这个品种不仅耐盐
碱，而且高产、高油，推荐大
家试试。”在现场，专家与种
豆大户深入交流，“我们打
算针对盐碱地土壤特性，开
展耐盐碱大豆品种选育，让
盐碱地种出高产大豆。”吉
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所
长张伟说。

乾安县恒丰农民种植
合作社理事长金殿宝是当
地种豆大户。今年，他特意
从河北订购一台播种机，打
算把大豆种植面积从去年
的 70 多亩增加到 300 亩。

“眼下要选好耐盐碱的大豆
种子，有了专家推荐，心里
有底了。”金殿宝说。

今年，为提升大豆产
能，乾安县成为吉林省盐碱
地大豆种植示范县。乾安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冯立国
说，今年乾安每亩大豆生产
者补贴不低于 300元，预计
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1.4万
亩。

吉林省还将建立大豆
扩种示范县、高产示范县，
全省今年力争实现大豆种
植面积比去年增加 80万亩
以上。

听网课、学技术 线上
线下培训忙

备耕期间，吉林各地采

取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的
形式，最大限度提高农技培
训效率。

“老潘，哪些种子适合
保护性耕作？”“免耕播种机
如何保养？”……这几天，长
春市九台区德强种植业家
庭农场负责人潘丙国格外
忙碌，手机微信群里信息不
断。

潘丙国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种粮大户，他不仅地种
得好，还经常跟大家分享最
新的农业技术。两年前，他
建立微信群，备耕期每天早
上跟大家交流农技，分享经
验。“最初只是想跟大家讨
论农事，时间久了，300多位
种粮大户每天交流，微信群
成了学习群。”潘丙国说。

线上交流好不热闹，线
下培训也开展得如火如
荼。最近，梨树县榆树台镇
房身村来了一群客人——
农技专家，不进屋、不喝水，

拉着合作社负责人和村民
到田间地头找“问题”。备
耕期间，梨树县组织农技专
家开展送技下乡活动，为村
民答疑解惑。“我们还定期
组织专家网上授课，线上线
下培训相结合，效果很好。”
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
王贵满说。

“送肥队”“施肥卡”保
障用肥有办法

在农安县的乡路上，一
辆辆满载化肥的农用车穿
梭其间。在前岗乡鲍家村，
几辆小货车正挨家为村民
送化肥。村民韩臣说，这是
农资企业的“送肥队”，打个
电话，送货上门。

今年以来，化肥价格
上涨，不少种粮大户与农
资企业签订了批量采购订
单，价格更优惠。傅殿贵
是农安当地一家农资企业
的负责人。这几天，他也
跟着农民忙起来。“15 个

‘送肥队’每天早出晚归，
已为农民运送上千吨化
肥。”傅殿贵说。

为应对农资价格上涨，
今年备耕期吉林各地采取
措施，帮助农民降低成本。
近期，榆树市农技推广服务
中心将施肥建议卡免费发
放到农户手中。当地农技
专家对各地土样进行检测
分析，科学配制出不同土壤
类型的最佳施肥模式。

“土地缺啥肥，我就上
啥肥。”今年，榆树市环城乡
种粮大户马占有根据配方
施肥建议，每亩地减肥十几
公斤。“这几年，化肥减量，
产量不减，每亩地节本增效
几十元。”马占有说。

为抓好春耕农资保供，
今年吉林还建立省级化肥
临时性商业储备制度，储备
规模达 100万吨，有力保障
农民化肥需求。
（新华社长春3月9日电）

种植大豆信心足 种粮大户当“群主”
——吉林黑土地上备春耕见闻

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徐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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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
误人一年。”眼下，正是春耕备
耕的关键时期，抓好备春耕工
作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春耕是
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抓好
备春耕工作对确保秋粮丰收至
关重要。

今年，受诸多不利因素影
响，部分农资价格上涨，加之

“春脖子”短，如此一来，为做到
“两个不减”，即确保 340 万亩
的播种面积只增不减、正常年
景32亿斤的产量只增不减，带
来了一定压力。因此，我们要

把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吃
透、落到实处，要突出调结构、
增效益，引导种粮大户和农民
在选优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
牌上持续发力。

相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强
化农业科技支撑作用，为农田

“把脉问诊”。还要强化财政资
金支持、农技人员指导、社会化
服务。逐级压实责任，用足政
策引导，提高种植户的积极
性。抓好备春耕工作，为春耕
生产开个好头，“两个不减”才
有保障。

倾力备春耕 确保秋粮再丰收
本报记者 李及肃

评
论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
务服务质效，市政数局政务大
厅综合窗口在努力做好综合
受理的基础上，增设“局长接
待日”“未办结事项”代办、为

“一老一小”办实事、金牌引
导、创业服务等窗口服务项

目，并开通免费邮寄、免费复
印业务，提升企业群众满意度
和幸福感。

每周四，政务数字局所有
局长轮班坐窗口，由各位局长
联系企业群众，解决办事难
题。现已接待群众60余次，解

决问题 100余件。“未办结事
项”代办等窗口设置以来，解决
了容缺受理、帮办代办、为企业
群众提供绿色通道等服务。
为企业群众提供免费邮寄、免
费复印服务，做到送证上门，
得到了企业群众的广泛好评。

市政数局综合服务出新招
局长窗口获好评

张建树 本报记者 魏利军 摄影报道

政务大厅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在为群众办理业务。

“注意右侧盲区，靠近危
险。”3月 1日，市交警支队组
织开展的“春季开学第一课”
的交通安全宣教活动暨“车
辆盲区安全警示”活动走进
龙山区寿山镇中心小学。

活动中，市交警支队公
路大队一中队民警将“第一
课”从课堂上搬到了操场
内。他们利用校车进行实
物、实景，师生现场参与的宣

讲形式，传授乘坐车辆时系
好安全带的重要性、在出行
中怎样避开车辆周边视野盲
区及乘车期间发生事故后如
何逃生等交通安全事项，进
一步提升了师生出行安全意
识。

据了解，每逢开学季，市
交警支队公路大队都会以

“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
庭”为工作目标，宣传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知识，用真情实
意为学生送温暖、送平安、送
祝福，强化学生的交通安全
意识，落实“警、校、家”三方
联动共管制度，为新学期校
园交通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公路大队
“车辆盲区警示”宣传走进村小

本报记者 刘鹰 摄影报道

文文明交通交通
安全出行

体验式宣讲，让交通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本报讯 春潮涌动，吹响
奋战号角。2月 28日，东丰县

“皇家鹿苑”文旅项目二期建
设正式破土动工。二期建设
项目预计建设周期为两年，建
成后将进一步推进文化与旅
游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助力
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皇家鹿苑”文旅项目二
期建设计划投资 4.5亿元，总
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鹿文化展示、山地度假、休

闲娱乐三大板块。
据了解，“皇家鹿苑”文旅

项目由东丰县城发集团全资
子公司吉林省达旗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承建。计划总
投资11亿元，建设地址位于东
丰镇，项目分三期建设。其
中，一期养鹿官山园项目，总
投资2177万元，已建设完成投
入使用；二期沉浸式主题文化
旅游区，目前已完成全部手续
并开工建设；三期建设计划投

资约 6.3亿元，将建设康养小
镇、会议中心、商务中心等。

该项目致力于打造“以鹿
文化为魂、以“皇家鹿苑”为历
史传承、以复合业态和多种收
益形式相结合”的一站式度
假、旅游、康养、商旅、研学于一
体的轻度假文旅产品。项目
建成后将形成年百万级游客
规模，千万级营收规模，对推
动东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李莹 左文）

“皇家鹿苑”项目开工即按“快进键”

层层落实林长制
织起森林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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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 备耕正当时
本报记者 李及肃 摄影报道

②

备春耕进行时

一 年 之 计
在于春。阳春
三月，正是春耕

备耕的节骨眼。
我市多措并举，抢

前抓早，早谋划、早部
署，积极统筹备耕物资。

农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农
民朋友购买农资踊跃，农资销售
网点生意红火，一派生机盎然。

3月4日农历二月二，正是“龙
抬头”的日子。位于我市经济开发
区工业园区内的吉林省新展望肥
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劳动场
面热火朝天，配料、拌和、封袋……
机器轰鸣声中，一袋袋复合肥从流
水线上被运送到储备库，然后装上
等待发往外省的货车。公司负责
人姜国智告诉记者，虽然生产化肥
的原材料上涨，但总体订单没有减
少，等待发货的运输车在厂区内排
起了长龙。姜国智说，为了保障农

民春耕需要，企业已连续一个多月
加班加点生产。

在东丰县大阳镇飞龙农资商
店，选购种子的农民将店主丛玉
龙团团围住，问长问短。有着 30
余年从业经验的丛玉龙是十里八
村远近闻名的土专家，只要一说
起种子、唠起种地的事儿，驾轻就
熟，如数家珍。他对前来咨询的
农民有问必答，并根据农民所在
乡（镇）的地块，为他们推荐合适
的品种。丛玉龙说，种子就好比
土地的芯片，选对种子是决定粮
食增产的重要因素。

记者在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今年全市落实粮食作物面积
340.1万亩，各类农资储备充足，能
够完全满足农民购买需求。目
前，全市已筹集备春耕资金 9.89
亿元，占计划投入总额的 75.4%，
种子入户率 65.7%，化肥入户率
41%，农膜入户率34%。

①农资储备库
里农资充足。

②农资生产企
业开足马力，生产
车间里一派繁忙。

③农民朋友在
农资商店里选购适
合 自 家 地 块 的 种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