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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春雨初歇，洮北大地满眼新绿，田畴沃野
处处涌动着发展的活力。田野里，节节攀高的玉米
苗；棚膜中，红了脸的大樱桃；庭院内，忙忙碌碌的
农家人……洮北大地处处播种着希望，织就着一幅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农业兴则根底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
社会安。年初以来，洮北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积极作为，创新实
干，着力在农业产业化、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农村环境治理等方面扎实工作，书写了新时代洮北

“三农”工作发展的新篇章。

“转方式+调结构”

传统农业“红红火火”

初夏，正值春耕春灌农忙之际，洮北抢抓农业
生产大好时机，争分夺秒做好各项农业生产工作。
沉寂了一冬的田间地头又热闹了起来，处处都是农
民们忙碌的身影，整地起垄、松壤覆膜，绘制成了一
幅幅春意盎然的“春耕图”。

青山镇红星村村民齐永忠的田地里，与以往所
熟悉的“忙碌”不同，在他家的田里，可以看到每条
田埂都有一根5厘米粗细的黑色管带，在田埂间纵
横相连，交织出了一幅“水墨画”。“我今年种了70多
垧玉米，比去年扩大了规模，自去年洮北区农业总
站提供了滴灌技术，我体验到了滴灌技术带给我的
福利，不仅节约人工、水和电费，每垧地还能增收增
产，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收入。”齐永忠站在自家田地
边上意气风发，他说还能“大干20年”。

节水农业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增强农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方向性、战略性大事，发展旱作节水
灌溉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
容，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打破传统的耕作
模式，向科技要效益，新技术正在逐渐改变着农民
传统的灌溉方式和施肥方式。从过去大水漫灌的

“套餐”变成了选择性的“自助餐”，实现了节水、省
工、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水肥一体化的使用更提
高了水资源利用率和化肥的利用率。

“旱作节水技术应用与推广是将传统的浇灌、
常规施肥方式转向精准滴灌、按需施肥转变。采用
这项技术可使水分生产力提高10%至15%，节水率
能达到60%，灌溉时间节省50%，用电量节省50%。
浅埋滴灌技术不仅适合平整的土地，还适合沙丘
地。最近，我们还要在10个乡镇开展浅埋滴灌技术
培训，让技术人员和农牧民掌握管道铺设和节水增
收的技术要领。”洮北区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说。

自2020年开始，洮北区就在各乡镇推广“旱作
节水”这项技术，该项技术是农业绿色、高质高效节
水增粮行动的一项技术模式。经过不断的演变，根
据地块的不同，形成了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浅埋
滴灌、裸带滴灌相合的技术模式。通过示范，节水增
粮效果十分明显，并迅速被农民认可和接受。目前，
洮北区“旱作节水”滴灌面积已达97万亩，旱田覆盖
率57%。高效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已成
为助推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新引擎”。

“改革+创新”

“指尖”备耕“绿意盎然”

现代农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将信息化技术服务
用于农业生产全过程和农村管理中。洮北区坚持把

“产业兴旺”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强现代农业体系建
设，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升农业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推动产业发展“数字化”，洮北区
积极探索实践“云服务”智能设施技术，推动农业提
质增效。

手机变成了“新农具”，数据变成了“新农资”。
本轮疫情给农民备春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家住洮
北区平台镇东五村的村民王铁是“云服务”受益的
一员，因疫情影响，王铁没有选好种子和化肥，10多
公顷地眼看着就要耕种不上了，于是，他联系村党
组织书记，寻求解决目前状况的好办法。面对紧急
情况，村党组织书记联系上了白城市供销洮北惠农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农技专家线上的指导，帮
助他解决了种子、化肥和田间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洮北区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的农业专家们还深入
到到保镇高平村6400亩水田里，查看土壤墒情，科
学指导该地农户春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提
醒农民朋友要把握好有利的春播条件，尽快抢播抢
种，从而实现早播种、早出苗，为全区农民增产增

收提供有利的保障。
数字农业农村的推行，促进了洮北区实现农业

产业赋能升级。为推动乡村管理“数字化”，洮北区
举办了“吉农码”推广应用培训班，让全区农业农村
系统干部、乡镇干部、村干部、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负责人注册应用，着力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生产
经营管理应用示范，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推广乡村治理和服务数字化。截至目前，洮北区
注册总人数为9165人，13个乡镇中有6个乡镇已完
成农户注册超过70%。“吉农码”的注册会更好地提
升农业生产、农村经营、农民生活、社会化管理等方
面的问题。

“扶持+提升”

庭院经济“马力十足”

眼下，走进洮北区各村屯，农家庭院的园子蔬
菜不仅已经成为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还是农民
增收致富的“新动能”。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推动庭院经济规模化、特
色化、品牌化发展。全区各乡镇在继承和发扬过去
成功经验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研究适合本
地发展的订单型庭院经济，通过龙头企业、新型经
营主体带动模式，采取“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
织+农户”“协会+农户”等合作模式，延长特色农产
品生产加工链条，增加农业市场竞争力。着力培育
打造洮河镇黏玉米种植、到保镇万寿菊种植和林海
镇马铃薯种植3个“一乡一业”特色乡镇，打造“侠姐
牌”豆角、“金祥达”香蒜、“亚元”万寿菊等品牌，积
极开展庭院经济产品商标注册，搞好包装设计。打
响了“园子蔬菜”“院子家禽”“休闲庭院”等金字招
牌，提升了产品品质和产品知名度，加快构建了“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不断加速庭院经济
提档升级，推动了特色产业提质升级、遍地开花，真
正将“小庭院”做出农民增收的“大文章。”

从带动农民家庭增收致富，到壮大集体经济，
从全区的亮点产业，到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棚膜经
济已经成为洮北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一道美丽
的风景。几年前，别人种啥就跟着种啥，随着市场的
供大于求，农民的利润少了。如今，根据市场销售，
技术支撑，土地状况的不同，洮北区压实“菜篮子”
责任制，以增加棚室面积为重点，沿城市周边、城市
进出口，合理增加棚室建设数量。新增棚室面积800
亩，30亩以上标准化棚膜园区发展到28个。重点推
进平台镇红塔雪寒韭菜产业发展，谋划和推动全区
棚膜经济发展。同时，恢复闲置棚室生产功能，推进
冬季“菜篮子”生产保障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反季节
蔬菜生产。重点发展辣椒、雪寒韭菜、西兰花等蔬菜
品种，不断扩大西瓜、香瓜、黄菇娘、草莓、葡萄等区
域特色设施水果规模，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实现
生产基地内棚菜种植绿色、有机、无公害全覆盖。

“里子+面子”

乡村振兴“蓝图变现”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曾经，五柳先生笔墨感染了多少人的梦
乡。随着村屯环境整治工作首战告捷，洮北区催
生出更多美丽乡村。走进广大农村，但见座座宅
院错落有致，条条道路四通八达，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洮北无处不桃源。

为打造更加宜居美丽的乡村环境，洮北区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决策部署，以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坚持在“立足
清、聚焦保、着力改、促进美”基础上，拓展提
高“三清一改一建”内容标准，由清脏向治乱拓
展、由村庄向庭院延伸、由村村干净向家家干净
转变。严格按照《乡村环卫一体化管理办法》全
力抓好日常保洁这项基础性工作，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做到精细化保洁管理。落实保洁员日常
随时捡拾散落和丢弃垃圾制度，村屯整体达到干
净、整齐标准。深入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发
挥以点带面、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明白纸、倡议
书、大喇叭、短视频等形式，普及卫生健康和疾
病防控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提升农民群众防病意识，改变不良生活习
惯，形成“人人动手、户户动员”的良好氛围，
努力把农村建设成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广袤田间播种新希望，美丽乡村孕育新动能。
洮北区正凝聚力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以妙笔丹青书写着气势磅礴的乡村振兴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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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色葡萄种植，务农人在剪枝

▲村屯道路干净整洁

本版图片由孙爽、于天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