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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洮南市黑水镇有这样一个“新农人”，她用勤
劳和智慧助力乡村振兴，把农业种植打造成了乡亲们
最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变为了安居乐业的家园。

“我对农村发展充满期待，也想带动更多的人走上致
富之路。”田睿充满信心地说到。2011年，本着学有所成、反
哺家乡的初心，田睿从原单位辞职，带着专业技术和社会
资源返回黑水镇，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在田睿看来，农村要想发展特色产业，必须筛选
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特色的作物，并通过技术加
持，才能真正发展成农村新产业。于是她以黑水镇为
圆心，走遍了周边近20万亩农田，采集千余份土
样，查找多年气象数据，经过广泛走访和深入分析，
结合多年来的从业经验和地方政府的指导，最终决定
以马铃薯、红薯种植为突破口。

2013年，洮南市鸿晟马铃薯专业种植合作社正
式成立，同年又成立了洮南市小田农产品有限公司，
2018年扩大成立小田家庭农场，开展马铃薯、红薯
种植及精深加工业务。

经历近十载辛勤耕耘，结合当地土壤结构和气候
环境的特殊性，加以多年来积累的种植经验、管理经
验和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小田蜜薯”这一特色品
牌逐步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田睿也带领社员成功在洮南地区实现了盐碱土地种植
马铃薯、红薯的目标。

2020年开始，田睿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自媒体独特
优势，迅速将“小田蜜薯”推向全国，形成了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销售模式，为合作社产品外销打通了新渠道。2020
年到2022年，公司年收入额达到485万元。

随着企业经营逐步走向正轨，实现了一定的经济
效益，田睿自觉应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她常说

“当自己的日子红红火火时，更看不得乡邻的院落冷
冷清清。”在政府干部的动员下，田睿挑起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大旗，勇当“领头雁”，敢做“排头兵”，
带领合作社积极参与村政府扶贫工作。

自2015年以来，田睿与黑水镇政府紧密合作，
在8个村屯开展了精准帮扶工作，提供种薯种苗32
万株，价值6.4万元，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培养新农
民200人次，合作社及配套企业提供灵活就业岗位
56人次。同时，带领一部分条件成熟的村民开办家
庭农场，分享经验，共享渠道，逐步摆脱困难生活。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在千万新农
人中，田睿只是微小的一份子，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
的人，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才形成了祖国遍地星光
闪烁的璀璨景色。

大安市大赉乡嫩江村农民刘忠种植了8个蔬菜大棚，面积共3000多平方米，主要种植
西红柿、黄瓜、豆角等蔬菜，每年收入10余万元。同时，刘忠还成立了忠伟蔬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基地，带动周边10余户农民种植蔬菜增加收入。图为刘忠查看蔬菜幼苗长
势。 李贺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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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潘晟昱 王凯）近年来，镇赉县深入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把发展棚膜经济、庭院经济作为
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突
破口，推动乡镇棚膜经济、庭院经济向规模化、特
色化、高效化发展。

走进镇赉镇哈拉本召村徐鹏飞家的蔬菜种植大
棚，绿油油的蔬菜向人们传递着“春”的气息，徐德
祥正在大棚里同儿子徐鹏飞、儿媳崔丽华侍弄秧苗。
徐德祥说：“我们家种植西红柿有19年了，大棚与大
地不一样，需要控制好温度、湿度和肥料，掌握了好
的种植技术，才能达到增产增收。”“我家有一栋西红
柿大棚和一栋大葱棚各750平方米，3月中旬移栽的
西红柿苗，五一前后就能上市。移栽西红柿前种了一
茬香菜，共收获2800斤，销售到了白城、松原等
地。大葱棚再有一段时间也能上市了，预计产量在
1.5万斤上下，已经与县里的几个超市签订了销售订
单。”崔丽华满脸笑容地说。

同村的致富先锋宓学忠家经营的是采摘园，大棚

里的草莓红绿相间、硕果累累。宓学忠说：“我家草
莓大棚450平方米，没用一点化肥、农药，用豆腐渣
做肥料、蜜蜂授粉，今年的白草莓口感特好，前来
采摘的人多，供不应求，采摘期可达100多天。”
据了解，宓学忠是村里发展庭院棚膜经济的第一
人，在他的影响下，同村的另外7户也加入庭院大
棚种植，宓学忠经常把好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农户，
让棚膜经济在村里形成规模化经营。

在黑鱼泡镇玉武采摘园，一排排大棚首尾相
接、整齐划一。据采摘园经理王玉武介绍：“采摘
园经营7年了，共8栋大棚，每栋400平方米，通
过盐碱地改造、换土，使用农家肥种植了甜瓜、草
莓和水果柿子等瓜菜，水果西红柿即将上市，预计
1斤4元左右，甜瓜4月下旬上市，预计价格能达
到20元1斤。”

“今年是我种植无籽西瓜的第17个年头，种瓜技
术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我今年准备种植三棚瓜，共
500平方米，4月17日左右移栽瓜苗，7月中旬可以

上市。我的无籽西瓜不愁销路，老顾客多。每年西瓜
刚上市就有很多人过来抢购，都不用去城里卖，省了
运输费用。”黑鱼泡镇村民孙月自豪地说。

镇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科负责人姜少臣
说：“近年来，镇赉县棚膜经济发展形势较好，呈现
出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县农业农村局经常组织农
技专家深入育苗棚室，对农户在各个管理环节中进行
系统指导，解决了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瓜菜产业
发展和丰产增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据了解，镇赉县种植瓜菜等棚室总面积为2.15万
亩、3.3万栋，其中温室面积0.4万亩、0.5万栋，日光大
棚面积0.85万亩、1.8万栋，简易拱棚面积0.9万亩、1
万栋。今年，该县庭院经济计划发展3万户，种植面积
发展到3.5万亩，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650元。

本报讯（张胜利 张洪健）近年来，农行白城分行始终将
服务“三农”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发展壮大之基，全行上下紧
紧围绕打造服务乡村振兴领军银行目标和省行“五个领先”标
准，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争当服务“三农”的主力军。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县域贷款余额实现102.67亿元，净增5.96
亿元，县域贷款余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

持续加大乡村振兴重点领域金融供给力度，助力扛稳粮食
增产政治责任。全力服务备春耕生产，累计投放农户贷款9.96
亿元，同比多投3.94亿元，较年初净增5.08亿元，贷款余额
达15.92亿元，创历史新高，“春天行动”计划完成率519%。
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和农业贷款分别净增4.35亿元、5.05亿
元、5.07亿元。服务“千亿斤粮食”和“千万头肉牛”贷款分
别净增4.35亿元、0.58亿元。县域、涉农、农户贷款分别净
增5.96亿元、4.70亿元、5.08亿元。

全力服务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及普通农户等全主
体，持续开展金穗“惠农通”工程“提质增亮”。一季度
末，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7120户、余额11.96亿元，
净增1193户、金额3.26亿元。全面推进服务乡村振兴工作
扩面、上量、提质。“惠农通”电子机具投放546台，实现
全市乡镇覆盖率100%，年交易总笔数27.4万笔，总交易额
达1.75亿元，上线微信小程序244个，打通了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力提升重点帮扶县信贷投
放质效，贷款分别净增5.01亿元和5.96亿元，做好消费帮
扶，加大对脱贫地区农产品采购和帮助销售力度，其中帮助销
售农副产品200.32万元，带动各项县域贷款持续增长。

镇赉县：发展棚膜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肖飞 陈宝林）为助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今年以来，通榆县开
通镇早谋划、早部署、早储备，奏响春
耕备耕“三部曲”，全力保障春耕备耕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

统筹安排部署，奏响春耕备耕“前
奏曲”。该镇及时召开春耕生产工作部署
会议，传达省、市、县关于春耕生产会
议精神，全面部署全镇今年春耕备耕工
作，构建主要领导负责抓、分管领导具
体抓、各村落实落细抓的工作机制，为
春耕备耕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确保春
耕备耕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

注重宣传引导，奏响春耕备耕“进
行曲”。连日来，该镇农业站工作人员奔

赴田间地头，深入农耕一线，详细了解
农户春耕备耕情况。为扩大春耕备耕宣
传面，该镇充分利用微信群、朋友圈转
发和“线下”进组入户宣传动员等方
式，及时推送最新涉农补贴补助系列政
策，提升农户知晓率，提高农民生产积
极性，确保春耕备耕有序推进。截至目
前，该镇线上线下宣传推送春耕备耕等
政策类信息近百余次，发放种植技术指
导宣传资料3000余份，宣传动员覆盖农
户6500余户。

聚焦技术服务，奏响春耕备耕“安
心曲”。立足春季生产实际情况，该镇农
业站以“技术指导员+种植能手+农户”
的指导服务模式，通过微信线上解答、

实地查看等方式，逐村逐社为农民提供
农作物播种、合理施肥用药等技术指
导。该镇纪委也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对
春耕备耕情况开展“下沉式专项督查”，
统筹全镇种子、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
资料的储备、调运和供应工作，为镇域
春耕生产保驾护航，确保全镇顺利完成
备耕目标。截至目前，该镇共储备种子
150吨、化肥9800吨、农药100吨、农
膜130吨。

接下来，开通镇将坚定信心、铆足
干劲，抢抓时节，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春
耕生产工作，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确保
完成任务，真正把“粮袋子”“菜篮子”
变成老百姓增收的“钱袋子”。

奏响备春耕“三部曲” 不误农时保丰收

走进洮北区青山镇黎明村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一排排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香瓜育苗大棚
内，刚刚移栽的瓜苗整齐划一地排列在
垄台上，一株株小苗在阳光的照射下，
青翠欲滴，长势喜人。“这些是我们已
经定植几天的瓜苗，现在已经全部成
活，再有一个多月香瓜就进入了成熟
期，5月中旬左右就可以采摘了。”黎
明村妇联主席王伟介绍说。

在草莓棚室内，万绿丛中点点
红，一股草莓特有的香甜气息沁人心

脾，在自然光下，看着一颗颗红透的
草莓在翠绿叶片的掩映下，显得格外
诱人。几名农妇正忙着对草莓进行疏
蔓疏果，动作娴熟。村民张淑艳高兴
地说：“我们一天在这干 8 个多小
时，一天能挣100多元，一个月下来
3000元左右。”

走进蟠桃和车厘子大棚，春天的
气息扑面而来，含苞待放的蟠桃，花
芽、叶芽已经开始萌动，车厘子正在
开花吐蕊，一片生机盎然。园区内还
有韭菜、柿子、水果萝卜等果蔬。在

黎明村，一月的韭菜，二月的柿子，
三月的草莓，五月的香瓜、车厘子，
六月的蟠桃，随时可采的蔬菜，可以
说一年四季皆可摘，不仅丰富了当地
百姓的餐桌，也让大家体验了采摘的
乐趣。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崔志武介绍
说：“一年多来，通过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运营项目发展，园区发展顺利，
收益可观，村民分红得到了保障，村
集体实现了稳定增收。我们也对未来
园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青山镇黎明村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种植面积31.7公顷，拥有高
标准日光温室大棚93栋，年产量40
万吨。项目采取“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的经营模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引领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采取
长期发包、短期发包、合作经营、自
主经营四种方式，种植高经济价值反
季节果蔬。

“ 种 ” 出 好 日 子
●王月彪 姚丹 徐文君

农行吉林白城分行

县域贷款余额突破百亿元大关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袁野）近年来，大安市新艾里
蒙古族乡全力发展庭院经济，利用房前屋
后的空闲地，拓展脱贫户增收致富新途径。

在该乡新艾里村脱贫户吴云军家中，
乡、村两级干部正在和他一起谋划今年庭
院经济发展。吴云军表示，去年种植了
400平方米辣椒，效益非常好，今年打算
增加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收益。

据了解，自去年起，新艾里蒙古族乡
各级干部逐户走访，听取农户的种植意
愿，并根据各村实际，选择了鲜红辣椒这

一品种，并在全乡推广。今年又针对脱贫
户大多数劳动力弱的特点，选种只收一茬
的新品种鲜红辣椒，并以每公斤3.2元的
价格同域外企业签订回收合同，保障脱贫
户收益。

据该乡副乡长刘洪范介绍，今年新艾
里蒙古族乡庭院经济种植作物为鲜红辣
椒，已与洮南辣椒生产企业签订了订单，
全乡共有308户，种植面积达12.5万平方
米，按照去年的效益估算，预计今年该乡
户均增收1600元。

庭院种植红辣椒 农户收入再提高

六十五载风雨兼程，立德育
才；六十五载薪火相传，桃李芬
芳。2023年，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将迎来建校65周年庆典。

六五芳华，奋楫图强。白城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诞生于共和国百废
待兴之时，兴建于现代医学教育恢
复之际，成长于改革大潮奔涌之
春，承载着党和政府的无限期许以
及守护人民健康的历史责任。学校
始建于1958年，历经下放调整、合
校升专、上划省属、创建示范，学
校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势头强劲。
2022年，学校创建医学本科大学事
项，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报送教育
部，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基
础建设吉林健康医学院。65年来，
学校扎根吉林西部，传承务实奋进
的基因，投身民族复兴的伟业，正
向着区域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医
学本科大学阔步前行。

栉风沐雨，教泽绵长。学校秉
承“自强厚德、仁爱济世”的校
训精神，坚持立德树人，矢志不
渝办医学教育，致力打造吉林西
部、内蒙古、黑龙江等周边区域
医学教育中心和培养医药卫生人
才的摇篮。建校65年来，先后为
社会培养输送了以中国工程院院
士陈香美为代表的7万多名优秀的
医药卫生人才。事业发展弦歌不
辍，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源自于一代又一代白医人
的躬身笃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鼎力支持，蕴涵了无数校友的赤
子衷肠，正是这些力量的汇集，
方能在吉林西部这片热土上谱写
出这幅宏伟绚丽的教育华章！

风华正茂，薪火相传。值此建
校65周年庆典，我们将以“致敬荣
光 开创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系
列庆祝活动，致敬辉煌历史，凝练

办学经验，传承白医文化，拓展合
作交流，汇集各方力量，凝聚发展
共识，为全面建设吉林健康医学院
提供强大精神合力和发展动力。我
们热切期盼各级领导、广大校友和
各界朋友以多种方式与全校师生同
庆学校建校65周年，赓续情谊，共
襄盛典，同奏新声，共铸辉煌！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校 庆 日：2023年7月22日
通讯地址：吉林省白城市棉纺

路27号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庆筹

备委员会办公室
联 系 人：刘芸宁
邮政编码：137000
电 话：0436—3311049
传 真：0436—3207311
电子邮箱：65@bcmc.edu.cn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3年4月13日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65周年校庆公告

（第一号）

春天正是播种的好时候，种子应
该如何挑选？什么样的种子是合格的
种子？

首先，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经销
商销售种子必须持有“双证”，种子管
理部门颁发的《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
证》和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
照》。第二点要注意种子的审定编号和
介绍信息，正规种子需经过国家的审
定程序才能上市进行销售。第三点要
注意种子外包装是否完整，有无磨
损，如破损严重则有可能是假冒伪劣
或陈年种子，种子里通常会携带一张
标有种子生产者信息、生产地址及种

子识别号的信息卡，同时也可以用手
机扫描外包装上的二维码查询相关信
息。另外，要关注种子的相关指标，
种子纯度应高于97%，净度达到99%
以上，种子含水量低于13%，发芽率
高于85%。第四点，同一包装中的种
子大小一致，光泽鲜亮籽粒饱满，没
有破损才是合格的种子。

（白城市科协供稿）

编编 者者 按按

为进一步提升公众科
学文化素质，扩大科普知
识的宣传面和覆盖面，积
极引导公众建立科学、文
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
式，白城市科协、白城市
地震局等相关部门与《白
城日报》联合开办科普专
栏 《普及科学知识 提升
科学素质》。专栏内容涵
盖农业技术、健康科学、
抗震防灾、环境保护等多
个方面，以满足公众日益
增长的科普需求。专栏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
俗易懂的内容，把科普知
识融入公众的工作和生活
之中，在全社会营造讲科
学、爱科学、学科学、用
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普 及 科 学 知 识

提 升 科 学 素 质

春耕在即春耕在即，，
如何挑选到合格的种子如何挑选到合格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