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紧 紧 围
绕 农 机 安 全 领
域突出问题，组
织 开 展 秋 收 期
间 农 机 安 全 执
法 大 检 查 系 列
行动，全力保障
农业安全生产。

▶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农 业 科
技资源优势，走
村 入 户 为 农 民
群 众 讲 解 秋 收
粮食管理技术，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效益。

◀ 自 秋 收
工作开展以来，
市 气 象 局 紧 跟
农事步伐，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
全 力 以 赴 做 好
秋 收 气 象 服 务
工作，助力增产
增收。

▶ 田 间 地
头 处 处 呈 现 出
一 派 繁 忙 的 丰
收景象。

◀ 为 摸 清
土壤的属性，推
动 明 年 农 业 高
质量发展，市农
业 农 村 局 抢 抓
节气，高标准、
严 要 求 推 进 土
壤普查工作。

▶ 全 市 各
地正抢抓时机，
以 机 械 化 生 产
加快秋收进度。

◀◀ 随 着 农随 着 农
用 机 械 的 推 广用 机 械 的 推 广
投入投入，，秋收田间秋收田间
地 头 处 处 都 有地 头 处 处 都 有
忙碌的忙碌的““铁牛铁牛””
身影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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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农时忙生产抢抓农时忙生产
颗粒归仓保丰收颗粒归仓保丰收

今年以来，辽源地区普遍土壤墒情适宜、秋粮长势良好，秋粮生产
形势基本向好。我市为做好秋收保障工作，抢农时、赶进度，抓好农机
安全及运输安全等工作，多措并举确保今年粮食丰收、颗粒归仓。

时钟一刻不停，农人脚步不停。目前，我市广大农民正抢抓农时
搞秋收，田间地头收割、搬运、贮藏，到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农田
里，各种类型收割机开足马力，将成熟的玉米、水稻、大豆收获，农民
的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他们共同期待着能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
汗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又是一年丰收季。为扛稳粮食安
全责任、保障辽源地区粮食安全生产、
做好今年秋收工作，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粮食安全工作，主要领导和分管
领导多次部署、调度工作进展，实地调
研指导粮食生产。各级各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
力提升粮食产能，多措并举保生产、促
秋收。2023年，预计辽源地区粮食产
量33亿斤，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落实粮食面积 340.7万亩，其中大
豆面积 11.5万亩，超额完成省下达任
务指标，实现粮食播种面积五连增。
适时组织春耕生产。农作物全部在适
播期内完成播种，为全年粮食稳产高
产奠定坚实基础。加强指导服务，发

布《辽源市 2023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
推技术》，集成推广粮食增产技术、品
种，主要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9%以
上，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提升农业
装备水平。落实农机购置补贴2994万
元，补贴农机2108台（套），农机保有量
5.04万台，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3.5%。全力抓好防灾减灾。全市农
作物受灾面积 2.4万亩，远小于常年同
期（2021年 5.46万亩、2022年受灾 25.5
万亩）。积极争取秋粮“一喷多促”政
策。落实资金999万元，喷施生长调节
剂 46.8 万亩，促进粮食作物灌浆成
熟。分类推进秋收工作。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乡村，因地制宜，指导农民分
类、分区适时开展收获。

扛稳粮食安全的责任
共建农业未来好风景

近日，在辽河源镇英武村的一处坡
地，一台小型玉米收割机正在快速作
业。这是秋硕合作社种植的一片玉米
田。据合作社的负责人邱国刚介绍，今
年种植作物共有6.5万亩，种有玉米、大
豆、高梁、水稻等农作物。其中，玉米5万
亩，预计11月中旬全部收割完毕。今年
风调雨顺，再加上种植的玉米品种优良、
棒大轴细、籽粒饱满、灌浆足，每亩产量
在1800斤左右，每亩能增产两三百斤。

据了解，辽源地处世界三大黄金
玉米带，玉米是辽源的主要粮食作
物。2023 年玉米播种面积 299.38 万
亩，占粮食播种面积的 87.9%。近年
来，我市着眼耕种管收各环节，选育良
种、推广农机，加强科学种植知识的宣
传和加大生产安全的监督。山水田
间、广袤大地充满勃勃生机，不懈耕耘
付出的汗水为五谷丰登浇灌了希望，
在金秋十月迎来了丰收的喜悦。

喜增产 盼增收
埋头收获劲头足

近日，在龙山区工农乡大良村三
队的一处水稻田里，种良大户孙桂仁
开着水稻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忙碌
着。据孙桂仁介绍，今年雨水调和、庄
稼长势良好，是少见的大丰之年，无论
是玉米、水稻，还是大豆、高粱的产量
都有明显提升。其中，水稻增产可达
20%。对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比丰收更
让人高兴的了。从 10月初开始，孙桂
仁不仅及时完成了自家田地的收割，
还以每亩 150元的价格承接了其他农
户的水稻收割业务。据他介绍，人工
收割水稻的价格在每亩240元左右，而
收割效率更是远远低于水稻收稻机，
凭借着家里的农机，每年都能增加一

笔不错的收入。
据了解，辽源也地处世界白金水

稻带，现有稻田 27.67万亩。近年来，
我市把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作为“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和实现农
民增产增收的一个重要抓手。坚持一
手抓政策宣传落实、一手抓技术培训，
调动广大农民运用机械化的积极性，
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机械化。目前，
全市农机合作社291家，新型经营主体
52家。全市拖拉机 5.05万台，配套农
机具 12.46万台套，播种机 2.22万台。
玉米收获机 3565台，水稻插秧机 321
台，谷物联合收割机 954台。今年，全
市耕种收综合机械率将提高到94%。

金色稻田收割忙
笑容满面话丰收

近日，市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基地
里迎来大丰收，3万个小区种植的共
400亩的作物被收割后，进行脱粒拷种
测产实验。来自不同课题组的研究员
正各自围坐一团，细致地记录着各项
数据，筛选出高产、优质、多抗性、广适
应的优良玉米品种。

我市持续围绕粮食安全需要，不
断提升种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辽源
种业振兴。据了解，市农科院是我省
农业科研领域的重要机构，拥有南繁
和北育两个科研基地，种质资源库储
存各类种质资源 2万份以上。累计开
发玉米新品种 39个，其中国审品种 5
个，还有 13个玉米品种参加国家和省

级试验；开发水稻品种2个、蔬菜品种2
个，转化科技成果10余项。

2023年，玉米新品种辽科636通过
国家审定，辽科 811特用糯玉米、辽科
糯 1通过省级审定。辽科玉 8001参加
国家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组生产试
验；辽科 820、辽科糯 3等 2个品种参加
吉林省品种审定公益试验生产试验；
辽科玉 8002、辽科玉 1508等 5个品种
参加国家品种审定试验区域试验；辽
科玉 1131、辽科玉 150等 17个玉米新
品种参加吉林省品种审定公益试验区
域试验 1年试验；辽科玉 6102、辽科玉
6205等44个玉米新品种参加吉林省品
种审定公益试验筛选试验。

精 心 育 良 种
助 农 促 振 兴

为进一步做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农村
地区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日，东辽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警力深入农村地区
开展“亮尾”行动，为农用车辆粘贴反
光标识，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行动中，交警大队以辖区国省主
干道、农村公路为主战场，结合务农

“早出晚归”特点，增加清晨和夜间路
面巡逻时间频次，对无反光标识、反光
贴不清晰、老化、不完整的农用车、拖
拉机，做到发现一辆、粘贴一辆。同

时，他们向驾驶员讲解相关安全知识，
让他们认识到反光标识在夜间、清晨、
黄昏等能见度较低的条件下会增加行
车的安全指数，降低事故发生率，并教
育驾驶员杜绝农用车违法载人、超速、
疲劳驾驶、酒驾等违法行为，提高交通
安全意识、克服麻痹思想、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做到安全有序出行。

此次“亮尾行动”共为农机车粘贴
反光贴 70余贴，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
份，为农民安全出行增添安全保障，夯
实了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基础。

守 住 安 全 线
平 安 伴 秋 收

按照气象为农服务“有计划、有预
案、有措施”要求，市气象局于9月中旬
启动秋收专项气象服务，以科技助秋
收，为今年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市、县气象台成立农气服务小组，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了解各地区
秋收进度，结合相关农业生产活动特
点，每周制作《秋收气象服务专报》，并
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抖音、
短信等渠道，向广大农户提供最新预
报预警信息和农业生产建议。同时，
农气服务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
了解农作物成熟情况和气象服务需

求，结合实际向农户提供精细化直通
式气象服务，科学指导合理安排秋收
工作。

霜冻天气对秋收影响巨大。为进
一步助力秋收工作的开展，市气象局精
准预测初霜日和霜冻天气，同时联合农
业部门分析霜冻对秋收的影响，结合今
年大范围初霜日较常年偏晚的气候特
点，发布专题服务材料，指导加快水稻、
大豆的秋收进度，在严重霜冻来临前完
成水稻、大豆收获工作，避免造成水稻
折穗、大豆炸荚，并适当晚收玉米，进一
步降低籽粒含水量，提高品质。

做好气象服务
为秋收保驾护航

近日，在工农乡大良村，来自市农
业农村局、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农机大队的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对开展农机作业的农机操作员及农机
合作社负责人进行安全提醒。据工作
人员介绍，9月份以来，全市各级农业
主管部门和农业执法机构全面开展了
农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在秋收期间
深扎田间地头，每天巡查各乡（镇）的
农机生产安全情况，为我市的秋收安
全保驾护航。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交
安委关于加强秋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会议精神、有效预防和减少农机道路

交通和生产事故，市农业农村局召开
专题会议，印发《辽源市农业农村局关
于切实加强“中秋节”“国庆节”及秋收
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通知》《辽源市保秋
收农机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确保假期和秋收期间农机安全生产工
作。“保秋收农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
全市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共
出动执法人员 351人次，执法车辆 92
台次，检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695台
次，发放驾驶员操作规程宣传单 2150
余份，便民联系卡 984张，警告（纠正）
违章操作 72起，为全市秋收农机安全
生产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安全宣传时时讲
警钟长鸣记心上

粮食喜丰收，农民乐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