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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去秋来收获忙，遍地金黄谷满仓。金秋时节，走进洮北各乡村，
麦浪滚滚，稻谷飘香，到处都是丰收的美好景象。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夺取粮食丰收对稳定经济发展大局具
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度重视粮
食生产，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明确要求，洮北区大力开展“全力防灾
减灾夺取粮食丰收行动”，以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安全成熟、扎实推
进防灾减灾措施落实为主要手段，坚持因地施策、分类指导，强化指导
服务、突出重点区域、紧盯关键农时，以最实的举措、尽最大的努力抓
农时、加力度，确保粮食稳产增产颗粒归仓。

优化种植结构 加强组织领导
洮北区充分发挥地处北纬45度和“黄金水稻带”的地域优势，大力

发展玉米、水稻等高产作物种植，全区玉米、水稻播种面积稳定在190
万亩以上。同时，积极发挥土壤类型多的优势，积极发展燕麦、绿豆、
高粱、谷子等杂粮杂豆生产，不断优化粮食品种结构,今年粮食生产有望
突破27亿斤。

为确保粮食稳产增产，洮北区成立了防灾减灾夺取粮食丰收行动领
导小组，同时，加强对粮食主产的指导服务，洮北区还成立了防灾减灾
技术指导组，跟踪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各级、各部门都积极行动，切实
担负起抓好粮食生产的主体责任，提前谋划应对措施，早安排、早落
实，持续抓好生产管理，做到粮食丰收不到手，工作力度不放松。各乡
镇也纷纷结合各自实际，组织人员在关键农时季节深入生产一线，进村
入户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加强应对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技术
措施的指导服务，力保发生灾害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调查研判，提出意见
建议，组织农民落实有效措施，努力减轻灾害损失。

夯实基础设施 强化田间管理
洮北区按照“夯实基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的原

则，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2021年洮北区新建高标准农田11万亩以上。积极推进绿色高效机械装
备及智能农机与信息化装备等推广应用，加快补齐杂粮杂豆全程机械化
发展的短板。充分利用现有国家、省、市级资金渠道，开展全程机械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机装备建设，2021年洮北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将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同时，积极落实农业防灾减灾措施，
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重点抓好干旱、洪涝、台风等防灾减灾措
施落实，努力降低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控，完善田间监测网点，促进“虫口夺粮”保丰收。

时下正值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时节，洮北区大力落实指导服务
包保工作机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及时解决粮食作物
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提高稳产
增产，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增收。

落实“藏粮于技” 提升粮食品质
洮北区大力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全面落实保护性耕作补贴

政策，全力抓好先进适用农机具配套和现有农机具改造，全程开展技术
培训和指导，鼓励农户实施保护性耕作。2021年洮北区保护性耕作技术
推广面积达到了70万亩。大力推广化肥减量增效技术，以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为基础，以玉米、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为重点，配合推广机械化深
施肥、施用微生物菌肥等集成节肥技术，提高化肥的利用率。积极推广
绿色防控技术和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提高农药的科学使用水平和绿色农
业的发展步伐。

为切实提高粮食产量，提高粮食作物的抗灾能力，洮北区不断加大优
质品种的推广力度，加大高产高效、优质高抗玉米、水稻新品种的推广力
度，大力推广杂粮杂豆等低耗肥作物的品种，推进粮食品质的提升。持续扩
大白城粮食品牌的影响力，坚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协同推
进，形成区域品牌优势，为粮食稳产、农民增收注入了动力。

谷子笑弯了腰，高粱涨红了脸，农民笑开了颜……洮北这一片生机
盎然的土地，正以她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丰收的到来。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古城洮南，田野里连片的水稻陆续成熟，各
式大型水稻收割机奔驰在田野里，抢抓晴好天气收割，一派繁忙景象。

“口粮田加上承包的土地，今年我一共种了9公顷多水稻，今年雨水
好，水田都基本没用浇，早稻现在已经成熟，都是机械化作业，毛收入
近30万元。”洮南市福顺镇庆茂村的吴海波说。

近几年，洮南市不断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种植结构，
优化区域布局，实施信息引导，采取政策鼓励，推广良种良法，夯实粮
食生产基地基础，全力促进粮食生产能力水平提高。截至2020年末，建
成高标准农田13万亩，开展保护性耕作68.4万亩，深松整地68.8万亩，
粮食产量36亿斤左右。

除基本农田作物外，洮南市还大力发展林果蔬经济，做大做强特色
品牌，累计种植黑水西瓜、黑果花楸等经济作物33种，成立园艺特产技
术信息服务站，开展农村“双百”实用人才培训200人次，农民增收渠
道有效拓宽。

王奎是黑水镇当地有名的种瓜大户，种植西瓜已有18年，今年他种
了20多亩黑水西瓜，算起经济账他美在眼里、乐在心里。“黑水这地方
是沙土地，产的西瓜甜，黑水西瓜也有名，我今年种西瓜大约能卖30多
万元吧，相当给力。”王奎兴奋地说。

洮南市种植黑水西瓜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黑水西瓜有籽小、糖高、
瓤红、抗性强的优点。今年洮南市黑水镇种植西瓜面积达800公顷，预

估产量4400万公斤，销售额为6100万元。香甜可口的黑水西瓜如今种
植已经辐射到洮南市安定镇、二龙乡、通榆县双岗镇等周边乡镇。

“留住河湖水，打好生态牌”是近几年洮南农业发展的新思路。自我
省启动河湖连通工程以来，河湖水日渐充盈，洮南的地貌环境、生态环
境日益改善。洮南市圣一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优质小冰麦种植示范基
地，正是洮南“三个三”工作思路中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力举
措，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多赢局面，让废弃盐碱地里
长出了“金”粒子。

“今年我们种植了7000亩的小冰麦，经过后期加工和包装，每斤小
冰麦面粉可卖到10多块钱一斤。种一垧地小冰麦相当于种三四垧地玉
米。同时它的天然、绿色、有机等特色还备受消费者青睐，很多人都说
这个小冰麦面粉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圣一金地农场负责人沈军说。

满怀辛勤耕耘的丰收喜悦，借着加快发展的时代东风，洮南市正聚
焦“争当全省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目标，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
置，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推广农业先
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围
绕洮南绿豆、福顺辣椒、黑水西瓜、万宝粉条等特色品牌，支持引导相
关农产品企业做大做强，着力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推动生态资源、休闲
农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农村新业态，为让农民的腰包
鼓起来、让农业更有发展而不懈奋斗。

初秋，在通榆县瞻榆镇的田地里，长势喜人的辣椒随处可见。
村民李浩川告诉笔者，今年他种了两垧双垄地膜红辣椒，看这长

势，一垧地纯收入4万元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几年多亏种植红辣椒，让
他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今年，李浩川家的两垧地辣椒全部更新了“鲁红8号”，拨开浓密的
辣椒叶，一簇簇红辣椒特别抢眼。“鲁红8号”属于辣椒新品种，具有坐
果集中、产量高、品相好等特点，尽管生长习性与传统品种略有不同，
可李浩川说：“种植管理技术这一块儿，镇政府都给安排得妥妥的了。”
今年春天，瞻榆镇政府组织种植户代表前往通辽市开鲁县等辣椒主产区
学习新品种辣椒种植及田间管理技术，打消了种植户的顾虑。

瞻榆镇东关村党支部书记采维东说：“通过这几年辣椒产业的发展，
瞻榆镇已经具备了成熟的产业链条，从辣椒品种的引进、辣椒的覆膜种

植到田间管理、产品销售、辣椒粗加工等环节的不断完善，辣椒价格也
逐年提高，现在东关村能种辣椒的垫子地50%都种上了辣椒，市场行情
一路看好，通过辣椒产业的发展，将来一定能走向更加富裕、更加美好
的新生活。”

近年来，瞻榆镇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条主线，不
断加大种植结构调整力度，引导农民种植产量高、效益好的红辣椒，
积极在企业与种植户间牵线搭桥，推动辣椒种植走市场化道路，辣椒
价格一路水涨船高，同时不断组织种植户外出学习种植技术，定期聘
请专家为村民进行田间管理培训，村民种植辣椒积极性空前高涨。采
维东介绍：“据统计，今年，全镇辣椒种植达1100垧，每垧收入可达
3.5万元，占种植户收入的50%，逐步实现经济作物种植的规模化，以
农业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秋风拂鹤乡，沃野丰歌起。漫步镇赉大
地，满目收获美景：金黄的玉米、彤红的高
粱、起伏的稻浪……硕果累累的田野之上，
颗粒饱满的果实正尽情书写着金秋的丰收画
卷。

镇赉县2021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300
万亩，预计产量28.03亿斤，比去年增产
4.82亿斤。风调雨顺，喜获丰收，连创佳绩
——镇赉县粮食产量实现13连增：今年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73万亩，经测产预计粮
食总产量为34.5亿斤，比上年增加0.2亿
斤，比前年增加1.4亿斤。其中：玉米面积
为101万亩，预计产量为66.5万吨；水稻面
积为145万亩，预计产量为95万吨，平均
亩产为1310斤。截至目前，全县平均降雨
量427.5毫米，雨水调和，积温与历年同期
持平，有效保证了农作物长势，全县农作物
无灾情，为粮食产量继续稳步提高创造了良
好条件。

为高质量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该
县依托项目拉动，完善田间配套设施，充分
利用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和河湖连通工程，扩
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为提高粮食产量奠定
扎实基础。该县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进
村入户，深入到田间地头，与农民无缝对
接。依托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培育和
引进新品种和适用新技术，改善提高了农产
品品质。利用“科技冬春”大培训，加大农
业科技普及面。组织农民召开现场会，提高
全县农民科技种田水平。精心培育好雨米
业、益健米业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
业生产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继续实施

“敞开、普惠”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
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提升农机装备能
力，推动全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水
平。突出绿色高质高效技术示范推广，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抓好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改善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为确保粮食增产，镇赉县委、县政府始
终把“三农”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专门
召开会议，对全县粮食生产进行全面部署，
确定了“兴水增粮、整地增粮、科技增粮、
政策增粮”方针，把抓好粮食生产工作纳入
了各乡（镇）场的绩效考核，并按农时季节
督促各乡（镇）场做好各项农时工作。

为保证粮食产量逐年递增，今年在雨水
较多和旱情出现的季节，县农业部门利用国
家农业部给配备的农情田间监测专用设备对
空气湿度和土壤湿度等加大监测密度，对指
导农户防止玉米大斑病、水稻稻瘟病和受旱
地块缺墒起到了关键作用，加强农业气象灾
害监测预警，进一步提高预报预警准确性和
针对性。强化灾害预警服务，根据气象灾害
和作物生育进程做好科学防灾减灾；发挥人
工影响天气保障作用，加强对干旱、冰雹的
动态监测与联防机制。减少农业灾害对粮食
的损失，努力实现保丰收、促增收。

同庆丰收、共享丰收、畅谈丰收……人
们将尽情徜徉在“农业兴旺、农村大美、农
民富裕”的景象中，喜庆建党百年，共享全
县“三农”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感受
衔接乡村振兴的新成效、新面貌，共同展开
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

本报讯（于淼）金秋九月，大安大地稻谷飘香，蟹肥菊黄，处处是
醉人的丰收图景，丰收已成定局，粮食总产有望突破27亿斤，比2020
年将增加3.54亿斤，创历史新高。

扛起责任，确保粮食安全。大安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安市委、市政府把“三农”工作摆在首位，扛
好“米袋子”，稳住“压舱石”。落实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防止耕地“非粮化”，落实秋季粮食作物面积244
万亩，比去年增加46万亩，增长23.2%，其中玉米面积157万亩、水
稻面积55.5万亩、大豆面积12.6万亩、高梁面积10.6万亩、杂粮杂豆
面积5.4万亩、鲜食玉米面积1.7万亩、小麦面积0.9万亩、薯类面积
0.3万亩。各部门互相配合，协同攻关，全力保障粮食丰产。农业部门
加大“科技之冬”科普活动，送科技下乡，送科技到户，切实提高了农
民的科技素质。财政部门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及时发放农业支持保护性
补贴，玉米、水稻、大豆等生产者补贴，农资上涨补贴，充分调动农民
种粮积极性，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大安市气象局在农作
物生长期间适时发布气象预警。水利部门在春秋两季预防春旱和洪涝方
面做好打井和排涝准备，全市现有大小农田井达18911眼。

科技兴农，提升粮食产能。粮食丰收，离不开科技加持。从会种地
到“慧”种地，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强化现代
农业基础支撑。实施机械化保护性耕作面积140万亩，占适宜开展保护
性耕地面积的75%，占玉米耕作面积82%。建立县级高标准保护性耕
作基地3个，实施面积3050亩；乡级高标准2个，实施面积600亩，黑
土地保护走在了全省前列。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试点和测土配方施肥项
目，大安全市10个乡镇实施面积7万亩；测土配方施肥全市实施700
个样。按照省市“5G+智慧农业”工作要求，在中科佰澳水稻种植试验
田和种植基地通过5G基站建设创建新型农业综合服务网络体系，利用
远程视频诊断、农作物管理、无人驾驶拖拉机等信息手段，推动信息技
术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领域应用。

盈车嘉穟，年丰时稔。下一步，大安市将指导农户做好秋粮后期田
间管理，防止早霜等灾害工作，坚持“保地温、促早熟、适时收”的技
术路线,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作物抵御低温的能力。引导农民加强防灾减
灾意识，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继续做好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工作，夺取全
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洮北：洮儿河畔好“丰”景
全区粮食生产有望突破27亿斤

●孙红

通榆：红辣椒“串起”火红的日子
●李桂华 陈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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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稻谷飘香 蟹肥菊黄

洮南：农田丰收季 百姓乐开花
●郑丹 盛守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