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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市：构筑现代产业新高地
眼下，磐石市一个个新开工和续建项

目正开足马力、加速建设——
金隅冀东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现场，

吊车等大型机械林立，运输车辆往来穿梭，
工人们正进行厂房基础施工；

吉林亿达炭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条条高端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各种型号碳
纤维产品沿着生产线自动加工；

磐石特色中药材产业园项目现场，一
片片高大的钢结构建筑矗立在工地上，戴
着口罩的工人们紧张地施工作业……

截至目前，磐石市已开复工5000万元
以上项目36个，总投资129.85亿元。这些
项目质量优、投资力度大，不断推动磐石市
现代产业发展壮大。

近年来，磐石市全面落实我省“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吉林市委“四六四
五”发展战略，坚持“红色引领、绿色发展”
的整体工作思路，着力做大金属冶炼、医药
健康、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构建磐石经
济开发区和医药健康、冶金建材、化工新材
料“一区三园”产业空间布局，打造现代产
业基地，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冶金产业焕发新活力
在磐石建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车间，金

属的敲击声、机器的轰鸣声隆隆响起，钢坯
在千米长的轧机上时进时退……这样的金
属冶炼企业在磐石经济开发区冶金建材产
业园有31家，已形成了“钢铁原料——金属
制品——零部件——整机制造”全产业链开
发模式，规模优势、产业集聚效应初显。

“这里是东北最大的钢管生产基地，产
品产销量约占东北地区69.4%。2021年实
现工业产值158亿元。”磐石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重点推进
年产20万吨盘扣式脚手架、年产15万吨中
厚壁方矩管等项目，努力实现品种多样化、
产品高端化、产业集群化，推动冶金产业

“纵向成链、横向成群”。

医药健康产业加速崛起
磐石市充分利用吉浙对口合作的有利

契机，与专家建立合作关系，大力建设覆盖
医药健康、日用化工、畜牧农林等多产业的
无抗生物产业园，推动无抗产业“破土而
出”。

今年，磐石市加快推进润沣源无抗科
研成果转化，将开工建设无抗产业园二期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生物发酵
和原料生产基地。“以无抗生物产业为战略
支撑，发展无抗医药、无抗食品、无抗日化、
无抗畜牧养殖四大产业板块，努力建成全
省多肽及相关产品创新型产业群。”磐石经
济开发区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除了无抗产业，磐石市中药材种植产
业也遍地开花，松山镇已建成全国最大的
单体灵芝种植园区，年产值达2400万元。
今年，该镇继续做大做强灵芝种植产业，建
设灵芝大棚总量1000栋，力争8月份完成灵
芝粉深加工生产线建设，全年预计实现经
济产值突破5000万，可带动万余人次实现
本地就业。

新材料产业齐头并进
近年来，磐石市坚持把新材料产业作

为对接我省“双廊”现代产业布局的重要着
力点，以建设新材料产业园为方向，扩大石
墨、碳纤维、矿渣综合利用等项目规模，重
点开发石墨新材料、碳纤维新材料、新能源
材料、密封超硬新材料、铸造新材料5条产
业链。

吉林亿达炭业有限公司碳纤维新材料
产业园建设项目是2022年磐石市全力推进
的重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共包含
3个子项目，目前均已进入试运行生产阶
段。项目建成后，磐石市将初步实现碳纤
维针刺白毡、碳毡、石墨毡等产品深加工全
产业链发展布局，预计产值达6亿元以上。

吉林日报记者李婷丁美佳

喜迎党代会 建功新时代
——吉林振兴这五年·走县域 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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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辽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新
近日，记者在双辽市红旗街义顺村黄

海玲家看到：大门上悬挂着“美丽庭院”牌
子，小院有花有草，玻璃窗擦得锃亮，院里
的用品摆放有致，收拾得干净利落……

开窗有景、出门见绿、低头闻香——这
样的庭院，在双辽市的农村很有代表性。
这一切的变化，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的持续推进。

双辽市成立以市委书记、市长为双组
长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18个相关部门和
各乡镇街村也成立了相应组织机构，形成
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坚持
规划引领，将村和农村社区进行分类，聘
请专业规划设计团队逐村编制村庄规划。
强化资金保障，构建“向上争取一些、涉农
资金整合一些、地方财政解决一些、百姓
自主投入一些”的多渠道投入保障体系，
有效破解资金瓶颈。瞄准“屯净、地绿、水
清、路畅、村美”的目标，抓重点、疏堵点、
破难点、建亮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2020年7月，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
推进会议在双辽召开；2020年，双辽市被
评为“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示范县”和“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
县”。

屯净。屯净的要点是处理垃圾和畜禽
粪污。双辽市开展集中整治，年初以来，
全市清理垃圾和粪污5万余吨，清理庭院
99813户，清理农村公路2700余公里，清理
河渠1745公里，实现了庭院清、路边清、沟
塘清、林带清、公共场所清的全域清洁；建
起4个区域粪污处理中心、6个大型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和136个屯级畜禽粪污
集中收储点，年处理畜禽粪污40.7万吨。
组建农村环卫处，实行垃圾分类、收集、转
运、处理一体化作业。一次性投入3845万
元，购置了垃圾桶10万个、各类大型垃圾
箱1261个、转运车53台、保洁专用车1400
台；每年投资2000万元用于垃圾治理；组
建1396人的保洁队伍，农村垃圾实现日产

日清。
地绿。该市造林绿化23.68万亩，完成

农田防护林2.2万亩、三北防护林10.8万
亩，达到了林成网、田成方；新建、完善提
高绿美村屯518个，绿化面积1.98万亩，实
现了村边、路边、水边、宅边“四边”绿化全
覆盖；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160万亩，实现
全覆盖，蓄水保墒，减少风剥水蚀。

水清。实行县乡村三级河长制，开展
清河行动，实现退耕还河、还草1704.7公
顷，栽植防浪林286.3公顷、水源涵养林
236.7公顷。投资6.7亿元，实施“河湖连
通”工程，增加湿地11000公顷，改善了
1100平方公里气候环境。投资3.89亿元，
打造辽河流域水治理湿地项目4个共275
公顷，解决了西辽河断面水质达标问题。
投资4893万元，分类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茂林、双山、卧虎、王奔
等乡镇，污水处理一期工程建成并投入使
用，二期项目正陆续启动。

路畅。建立覆盖县乡村的三级路长
制，全面落实“县道县管、乡道乡管、村道
村管”要求，大力实施农村公路管护，被评
为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村美。近年来，双辽市结合脱贫攻坚，
投资2.3亿元，完成农村危房改造5100户；
投资3.6亿元，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实
现全市206个村全覆盖；投资3756万元，新
建翻修村部135个，村级一站式服务平台
全覆盖；新建农村文化广场150个，全市农
村文化广场达到241个；推动“厕所革命”，
去年和今年累计投入5100万元，改厕1.2万
户，每户建设成本4250元，建成了省内较
高水平的无害化卫生旱厕；依法清理私搭
乱建和废弃的建筑物，做到应拆尽拆。截
至目前，创建美丽庭院7700个、干净人家
2.4万户；全市累计打造省级美丽乡村18
个，四平市级美丽乡村53个，创建双辽市
级百村示范村45个。

吉林日报记者 崔维利 杨率鑫

梨树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华丽转身”

进入六月，广袤的梨树大地绿意盎然，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近年来，梨树县持
续推进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高，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华丽转身。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省，第一站就来到梨树县，深入考察了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
心示范区和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以“秸秆覆盖、
条带休耕”为主要内容的“梨树模式”，为护
佑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立下大功
劳。2015年以来，连续举办七届“梨树黑土
地论坛”，并成功走进博鳌。依托高端论坛
的推介优势，梨树县率先在东北四省区组
建了科技联盟，建立了101个实验示范基
地，“梨树模式”推广面积达到5000余万
亩。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
达到3244个、1391家，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94%，被评为全国基本实现主要农作
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近年来，在总结“梨树模式”4种保护性
耕作方式的基础上，梨树县探索实施了稳
产、高产、高效的“梨树模式2.0”升级版。据
梨树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介绍，梨树
县先后出台《秸秆全覆盖保护性耕作补贴
方案》《“梨树模式”推广实施方案》等10余
个相关文件，累计投入各类资金近15亿元，
为黑土地保护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今
年落实玉米播种面积338.5万亩，其中“梨树
模式”300万亩，占89%，实现了适宜推广地
块全覆盖；落实大豆种植面积10万亩，试验
示范米豆间作面积300公顷。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承包加代耕，算
起来已经超过了330公顷，用的就是保护性
耕作的‘梨树模式’，就像给大地盖了层棉

被，蓄水保墒，减少风蚀，土地更有劲儿了，
等到收成时产量也高！”说起“梨树模式”的
好处，梨树县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张文镝满脸笑容。

为持续推进黑土地保护，梨树县坚持引
进“外脑”补“短板”，依托“科技小院”交流平
台，让专家变成“农民”，让农民变成“专家”，
走出了一条柔性引才兴县富民之路。

课题设置、科研攻坚、实地探究……梨
树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聚集
了来自各地的农业专业“硕博人才”，每年4
月至10月，他们都蹲守在田间地头，兑现

“百名硕博进百家合作社”的承诺。在四棵
树乡科技小院，师生们和当地乡亲同吃同
住同钻研，一项项研究成果在这里诞生，一
个个种粮能手在这里成长。据统计，先后
有10位博士、45位硕士住过这个科技小院，
为梨树县21个乡镇培训种粮能手5000人
次，培养出100多名优秀科技农民。春夏秋
冬，每个季节的梨树大地上，处处都有科研
人员不知疲倦的身影。他们依托科技联
盟、科技小院、科技示范户，推进农业最新
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农业遥感、土壤改良、
科学施肥、有害生物防治、条带免耕等技术
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了农业产学研一体化
发展。

“这个是新一代免耕播种机，这个是药
物喷洒的无人机……”在八里庙村卢伟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卢伟正在为前
来参观学习的调研团队介绍着他的“宝
贝”。如今，合作社各类农机具从量到质都
有了飞跃：由几十台变成了几百台，耕、种、
防、收各个环节全覆盖；中国农业大学的驻
点科研人员给农机装上了“大脑”，从种到
收远程遥控，卢伟笑称自己是操盘手，指尖
掌控一切。 李金欣吉林日报记者袁松年

伊通县：打造优势产业新优势
近年来，伊通满族自治县认真贯彻落实

我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立足区位
优势和资源禀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
出一条以伊通黄牛、果蔬等优势产业为主导
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肉牛养殖循环一体化
占地60公顷的吉林省铠绎农牧业循环经

济园区，配套五大功能区，构建起了集肉牛养
殖、繁育及饲草料种植、饲草料加工、有机肥
生产等肉牛养殖循环一体化模式，带来了可
观的环保收益：园区年处理粪污6000吨，可回
收秸秆2.3万吨，年出栏肉牛500头，带动周边
30余户农户发展基础母牛扩繁，每头肉牛能
为农户增收3000元以上。

铠绎园区是伊通县肉牛养殖的缩影。伊
通县委、县政府深入推进“秸秆变肉”暨千万
头肉牛建设工程，让肉牛产业成为乡村振兴
的优势产业、县域突破的支柱产业、农民增收
的主导产业。2021年全县肉牛养殖量达到
59万头，同比增长18%。

依托肉牛养殖的强劲势头和黄牛养殖交
易的基础优势，伊通县谋划建设伊通黄牛现
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3亿元，3年内可
将园区打造成养殖种植标准化、旅游观光特
色化、三产融合的国家级示范园区。

“一村一品”构建新型产业链
伊通县立足“黄金玉米带”和“黄金水稻

带”，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为主要抓手，集
中连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优化结构，
强化技术，全县粮食总产量稳定在23亿斤的
阶段性水平，年粮食种植面积达到200万亩。

积极构建新型产业链，围绕中药材、大榛
子、樱桃、蓝莓、苹果梨等特色种植产业优势，
做强做优“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已有13个镇
村被认定为省级以上种植类“一村一品”示范
镇村。其中位于伊通县马鞍山镇的东风村，
得益于推行“村企联合+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农户”发展模式，种植的大樱桃
还远销北京、上海、深圳、贵州等地，深受客商
及消费者喜爱。

智慧农业带来高效率
日前，在伊通县伊通镇建国村和前范村

水稻种植区，农机手连接无线信号，输入正确
点位、行株距参数后即可进行操作，正常行进
时可以开启无人驾驶模式。4台智能插秧机
正在插秧作业，一株株秧苗从苗盘上依次滑
落，整齐有序地“站立”在水田中。省时、省
工、省力的智慧农业，给水稻种植带来了高效
率和高收益。

伊通县集中打造智慧农业示范样板，建
设重要领域数据资源中心、农业生产数字化
平台，以及农产品“三化”大数据平台，已累计
建成全程机械化示范区25个，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88.5%。累计建成高标
准农田113.4万亩，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61万
亩。同时依托种子龙头企业，培育出“伊单”

“稷秾”“巨丰”“育强”等种子品牌，年生产优
质玉米种子1500万斤。

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日加工稻谷300吨的永春米业有限公

司，拥有优质粮食储备库、大型烘干车间，以
及先进的流水生产线，展现着现代企业的崭
新风貌。像这样的龙头企业，伊通县有将近
50家。

近年来，伊通县抓住国家和省扶持农业
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机遇，谋划和培植各级龙
头企业，引领全县畜牧养殖业蓬勃发展，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全面提升。全县粮食收储
库点发展到93家，农民合作社发展到1884
个，带动3.8万农户人均增收3000元。擦亮民
族文化旅游、火山温泉康养、休闲观光体验等
区域特色品牌，乡村旅游2021年接待游客
75.35万人，旅游性收入4500万元。

赵明日王俊博吉林日报记者袁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