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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已连续7年夺得我省水稻种植面积和水稻
产量第一的镇赉县，种稻历史还不足40年；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大片大片的稻田，在35年前
竟是连野草都难以生长的盐碱滩。

35年，镇赉县何以有这样的巨变？
答案显而易见：镇赉县与省农科院深度融合，以科技人

才推动农业产业兴旺，探索建立院地携手合作模式，发展壮
大基层农业科技力量，通过配备一批领军专家、孵化一批乡
土人才、服务一片乡村产业，为镇赉县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科技攻关，破解产业科技难题

攻关种子技术，保护种业“芯片”，才能保障粮食安全。
而治理盐碱地，改良土壤、培育良种、采用良法和良策

缺一不可。
1988年，省农科院李学谌、郭晞明、隋鹏举、赵国臣四

位水稻专家来到嘎什根乡，他们针对当地具体情况进行水
稻耐盐碱品种筛选试验，从上百份水稻材料中筛选出耐盐
碱水稻新品种长白 9号，该品种在土壤含盐量 0.3%和
pH8.0至pH8.5碱性条件下仍能正常生长发育，直到今天，
仍然是我省西部地区水稻主要栽培品种。

“我们从长白9号开始，已经育成了吉粳816、吉粳
129、吉粳338等一系列抗盐碱耐盐碱品种。尤为可喜的
是，今年吉粳816正式通过国审，接下来就能在这方充满希
望的土地上进行大面积推广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副所长郭金瑞说起这些年来的科技结晶，眼里闪烁着
兴奋的光芒。

近年来，在省农科院水稻所水稻栽培与耕作技术研究
团队努力下，通过总结30多年盐碱地改良经验，形成了以
土壤评价为前提，优质丰产耐盐碱品种选育为基础，耕层构
建技术为核心，高效肥水控盐技术为手段，以养促改、提质
增效为目标的苏打盐碱地水稻稳产可持续技术体系。实现
了重度盐碱地当年亩产超300公斤，累计改良盐碱地面积
超30万亩。

“以前烂泥塘，今朝稻花香。多亏了省农科院专家扎根
我们镇赉，才有了从小面积试验、示范，到大面积扩繁、推广
的盐碱地变良田的发展新路。”镇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
师周淑凤话语中充满了无尽谢意。

三代人接力奉献，一种深情执着守护。通过“以稻治涝、
以稻治碱、以稻致富”，镇赉县水稻生产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低产到高产、从高产到优质”三个阶段性跨越，盐碱地水
稻产量从最初每亩350公斤增至现在每亩900公斤，在盐
碱地种稻研究与生产上双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专家挂职，壮大基层科技力量

从“白色沙漠”到阡陌纵横，镇赉县建平乡这片曾经的
重度盐碱地上，如今也能看到千重稻浪绵延无际。

“今年，水稻年产量可达1000吨以上，比去年又提升了
10%。”省农科院水稻所副研究员、省科技特派员马巍兴致

勃勃地告诉笔者。
从荒芜地到稳产田，再到部分田块成为公顷产量超10

吨的高产田，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的辛苦付出。
今年6月，马巍正式挂职嘎什根乡副乡长。打那以后，

马巍便一头扎进乡村田野，根据嘎什根乡水稻产业特点，与
当地政府、稻米生产企业负责人、种植养殖户建立起稳定的
服务对接关系。

近年来，省农科院持续加大重点领域科技派驻力度，先
后选派39名科技人员到白城、松原、洮南、桦甸等10余个
县市挂职科技副职，精准对接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技术需求。
针对农业生产实际问题，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一个个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

11月28日，走进镇赉县嘎什根乡水稻种植户王志君
家，小伙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好年景，丰收啦！”

今年，镇赉县实现水稻种植面积155万亩，预计产量
20.5亿斤。

“第一次到镇赉是2008年冬天，那时候的艰辛就不必
说啦。是镇赉县提供了一片沃土，才让我们的成果落地开
花。”目睹整个镇赉县水稻发展，省农科院研究员刘亮十分
自豪。 （下转四版）

“明年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重
点，把握关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日前举行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从9个
方面作出了重点部署。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
刻总结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排在首位的就是“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
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应当看到，发展是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
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只有坚持高质量发
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有效防范化
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
作，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9个
方面重点任务，充分体现了创新成为第一动
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
质量发展指向，体现了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
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
要求，对于我们纲举目张做好工作、扎实推动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抓好抓实明年
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必须深入领会、准确理
解，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要深
刻认识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核心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内需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富矿，构建完整的内
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改革
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只有
坚持依靠改革开放才能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安全是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强盛的前提，只有
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才
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只有坚持不懈抓好“三农”
工作，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协调是持续健康
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
能更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
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只有把发展成果不断
转化为生活品质，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张赫）今年以来，我市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安排，多措并举，强力推动秸秆禁烧工作。

加强组织推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组织
制定《白城市2023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等7

个文件，督促各县（市、区）以“五化”工作法抓好落实。建立
县乡村屯“四级网格”体系，确定网格长5921名，组建灭火
队1399个，全力做好秸秆禁烧工作。

加强宣传引导。发挥乡镇干部、驻村干部等作用，深入

农户开展宣传。录制网络短视频197条，发放宣传单、宣传
册等26万余张（册）。对重点群体开展“一对一”入户劝导，
累计走访48621户。

加强秸秆离田。实行网格化管理，层层压实包保责任，
积极动员企业、合作社等使用农机具加快秸秆打包离田。全
市需离田秸秆总面积1405.8万亩，现已离田958.18万亩，
离田率68.16%。

加强督查巡查。组织网格长全天候驻守、全方位巡查辖
区，累计出动巡查车辆37722台次、巡查人员75660人次。
组建联合督导组，开展专项督查检查3次，发现并整改问题
2个。

1948年辽沈战役的一场战斗中，白
色的照明弹把夜空照亮，红色的信号弹像
流星在头上匆匆划过，各种枪炮一起开
火。这时苗玉成猫着腰，像离弦的箭，“嗖”
的一步跨出战壕，为了躲避敌人的火力，
他匍匐前进，穿过了敌人的火力来到了敌
人的阵地之上，不大一会儿，便听到一声
震耳欲聋的巨响，敌人的炮兵指挥所被炸
开了。

苗玉成1933年 9月出生，1948年 1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曾担任通
讯队司号员、卫生员、驾驶员、炮长、步炮
连车长、排长、坦克团作战参谋等职，参加
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长春战役、四平战
役、海南岛战役、粤桂边战役等战役。立过
一特功，两大功和两小功。获得“三级战斗
模范”“模范指导员”和“战斗英雄”等光荣
称号。1964年转业到白城市工作，2015年
病故，时年82岁。

近日，记者采访了战斗英雄苗玉成遗
孀田桂英，老人今年已经88岁了，她说：“当
年我曾经两次进入朝鲜战场探望丈夫，这
是我这一生中永远的骄傲！”说着她便拿出

了当年进入朝鲜时政府为其签发的“中国
人民志愿军军官妻子入朝证”。

经过无数枪林弹雨，苗玉成身上伤痕
累累。田桂英老人回忆：“老伴在世时，身
体经常感到不舒服，多次检查，但一直没
有找到原因，后来在去世火化后我们发现
了在他身体里的弹片，这是他的苦痛，更
是他的荣耀和勋章！”

在一次战斗中，苗玉成被弹片划伤，
鲜血直流，没有药品，但他依然坚持和敌
人激战，最后百余人的队伍中，只有苗玉
成和另外一名王姓战士活了下来。

1950年 10月苗玉成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荣立大小战功多次。1955年被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解放奖
章”。1958年，获16军坦克团授予一级
无线电手。1961年，获16军坦克团授予
一级射手。

“当时听完父亲在战场上的经历，我
们才知道他为何如此珍惜自己的奖章。”
苗玉成的儿子苗小杰回忆，自己小时候曾
在父亲箱子里翻出过军功章，（下转四版）

本报讯（白司宣）今年以来，市司法
局结合我市湿地丰富、草原辽阔的生态
特点，用好重要节点、普法联盟、“法律明
白人”、法治文化阵地四个宣传载体，广
泛开展生态保护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以
法治之力护航吉林西部生态之美，筑牢
白城生态安全屏障。

以重要节点为载体开展“主题式”宣
传。抓住民法典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点，
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机，在全市开展“宣
传绿色原则 装‘典’生态白城”主题宣
传，以大安嫩江湾、镇赉南湖、通榆向海

等湿地，大安新平安及大岗子、洮南二
龙、镇赉万宝山、通榆向海乡西艾力村及
苏公坨乡巨宝村、洮北青山等草场为辐
射点，开展系列生态保护法治宣传活动，
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湿地保护法》《白城市草原生态保护
条例》等法律法规。

以普法联盟为载体开展“大普法”宣
传。充分发挥生态环境部门、农业农村部
门、乡村振兴部门等普法联盟单位职能
优势和资源优势，在世界环境日、生态环

境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送法进乡
村”“送法进社区”“送法进公园”“送法进
广场”等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单、开展普
法讲座、开展法治巡演等形式进行讲法
释法，增强市民生态环保法律意识。

以乡村“法律明白人”为载体开展
“唠嗑式”宣传。充分利用乡村“法律明白
人”近民、亲民的优势，对全市3019名

“法律明白人”开展法治培训，专题讲授
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法规政策。“法律
明白人”学以致用，将所学所知通过串门
唠嗑的方式讲给身边村民，让普法更加

“接地气”。
以法治文化阵地为载体开展“沉浸

式”宣传。在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长
廊、法治文化墙、法治宣传栏、普法大屏、
法治标牌、法律图书角等法治文化阵地和
设施设备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元素
融入力度，营造浓厚法治氛围，让市民群
众在休闲娱乐中感受法、学习法、遵守法。

三代人几十年扎根吉林西部，“以稻治碱”解决抗盐碱育种难题，执着呵护农业“芯片”

镇赉县院地合作绽放致富花
●潘晟昱 王凯 隋二龙 徐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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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强力推动秸秆禁烧工作

苗玉成：傲骨铮铮更凛然
●本报记者 张芙 朱晴

本报讯（吴晓剑）近年来，白城移动公
司以“传承雷锋精神、深化志愿服务”为宗
旨，以“党委牵头组织，工会推动落实”为
原则，依托“正德厚生”志愿者服务队，不
断深化志愿服务活动建设，深入开展“网
格班组志愿行”品牌活动，凝聚网格志愿
力量，彰显国企社会担当。

目前，白城移动“正德厚生”志愿者服
务队从最初的5人小团队覆盖到全区26
个网格班组，发展成一个拥有7支分队、
267名成员的志愿者组织。网格班组志愿
服务队面向社会积极参与扶贫、助学、助
残等公益活动。连续8年走进白城市儿童

福利院开展“爱心妈妈”关爱活动；连续
11年走进白城市聋儿语言听力康复中
心，为孩子们送去图书、学习用品和助学
金，给孩子们购买统一的“爱心服”；连续
12年帮扶贫困学生家庭，组织党团员捐
款，协助申报低保户。

志愿服务队主动包保6个村开展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为洮北区东胜乡
晓光村筹建棚膜经济项目和光伏发电项
目；群发各类公益短信110余万条；帮助
寻找农产品销售渠道，为农户种植果树、
清理柴草和建筑垃圾；协助困难家庭子女
申请“雨露计划”教育补贴。

他们还利用全国爱耳日、全国助残日
等时间节点，携手社会公益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公益活动。以党建工作为辐射半
径，以主题党日+中心工作+志愿服务模
式，持续开展城市环境整治、乡村振兴、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主题党日活动。在抗
击疫情期间，他们聚焦“服务保障、防控保
障、通信保障”三个重点昼夜奋战，承担起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公司网格志愿服务队围绕公
益慈善项目100余个，开展志愿活动78次，
募集捐赠衣物300余件，捐款25万余元，义
务植树2100余棵，累计服务时长4.5万多
个小时。他们先后荣获吉林省优秀志愿者
服务队、吉林省第五届优秀志愿者服务组
织、中国移动“最美移动人”等多项荣誉，
2019年荣获“全国助残先进集体”称号。

市司法局用好四个宣传载体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白城移动公司
凝聚志愿力量 彰显国企担当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志愿服务·公益白城

今 年 以
来，洮北区通
过扩大种植面
积、加强技术
推广、创新种
植模式等各项
稳 粮 保 供 政
策，建设高标
准农田19.5万
亩，实施保护
性耕作78.2万
亩，粮食产量
达 到 27.9 亿
斤，实现“十二
连丰”。图为
粮食收购企业
进 行 科 学 储
粮。

本报记者
李晓明摄

红色记忆 瀚海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