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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回暖，眼下春管春播正由南向北大
面积展开。广袤田野上片片碧绿，生机盎然。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得益于农业生产新
模式、新技术、新机械的推广应用，如今不少
农民算成本账时笑容更多了，算风险账时底气
更足了，还有一些农民算起春耕生产“绿色
账”。田畴沃野间，一幅欣欣向荣的春耕图正
在绘就。

成本账

种粮“科技范儿”助降本增效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进入春季田
间管理关键时期。在嘉祥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记者看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除草
剂喷洒作业，3个小时就能完成5000亩农田的
飞防作业。

“得益于国家的优惠补贴政策，机器每年
更新换代，我们用上了效率更高、操作更轻便
的新型农机。”嘉祥县兆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李维运说。

李维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新型植保
无人机一天能作业1000多亩，一台自走式喷
药机一天能作业700多亩。今年合作社要对6
万多亩麦田进行春季田间管理，算下来能节省
近10天时间。“仅打药人工费这一项，就能省
10万元。”李维运说。

推进农业装备转型升级，推动无人机等现
代化设备在植保等关键环节广泛运用……近年
来田间“科技范儿”越来越足，促进农业生产
管理现代化水平提升，农民种粮成本更低、效
率更高。

在广西北流市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一条
今年新投运的工厂化育秧生产线，在工作人员
操作下“火力全开”：分盘、供土、播种、覆
土、叠盘、码盘等工序一气呵成，一盘盘成品
秧盘被“生产”出来。

“与传统育秧方式相比，工厂化育秧不受

天气影响，秧苗质量稳定，总体成本可控。”
中心负责人李秉燊说，现在这条生产线只需4
个人工，每小时可生产秧苗1100盘，按照水
田插秧每亩20盘来算，一小时生产的秧苗可供
给55亩地，育秧效率大幅提高。

风险账

多措并举降风险促增收

春分过后，淮河两岸麦田长势正好。在安
徽省淮南市寿县桃园村，村民陶良军正忙着对
田里的部分麦苗补施拔节肥。

近年来，陶良军从当地种粮大户陈祥胜的
合作社购买农资并学习科学种粮，实现了小麦
产量提升，去年亩产达到900斤、每亩纯利润
300多元。

“像防治纹枯病、红蜘蛛和蚜虫，需要将3
种药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每个药剂分别用多
少克，老陈都跟我们讲。”陶良军说，“以前打
药是大家用哪个药，我也跟着买，时常心里没
底。现在学会了这些技术，种粮越来越有信心
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打造适应现
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加强农业
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扩大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

记者走访了解到，江西吉水县等多地通过
开展农技指导、提供托管服务、做好农业保险
承保工作等举措，增强农民种粮风险防范能
力，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今年我们公司覆盖的水稻种植规模已扩
大到12万亩。”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聚丰米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桂香说，公司通过“公司+合
作社+小农户”模式，为签约农户、合作社、
家庭农场提供 “一站式”“保姆化”的水稻种
植全程服务。公司在多个乡镇安排了技术员，
提供种子、农药、肥料、技术等指导。

“跟我们合作的农户，我们有保底价收

购，要是产量好还有‘超产提成’。”李桂香
说，这样不仅能帮助农户规避种植风险、促进
增收，也能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保证水稻品质
和产量，形成良性循环。

“绿色账”

田间“绿意”更浓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化肥农
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模式。记者在多地
看到，推广生态循环农业、绿色有机种植，

“绿意”正在田间涌动。
在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洋源村，种粮大户

周柿勇忙着带领村民施肥。他说：“这是政府
发放的有机堆沤肥，以前每亩地最少要用100
斤化肥，现在改用有机肥，每亩只需五六十
斤，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还增强了土壤肥
力。”

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蔡裕山介绍，今
年高安市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投入资
金近1000万元建立7个粪肥堆沤点，全市有机
肥示范施用面积超过15万亩。

在广西，“水上春耕”已拉开序幕。在贵
港市桂平市中桥村，错落有致的稻虾田里，新
一批小龙虾即将捕捞上市。再过不久，村民就
要开始进行早稻插秧。

广西桂平维军生态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薛维健介绍，通过稻虾共作，化肥使用
量减少三分之一，也不需要用除草剂、杀虫剂
等，算下来每亩种植成本能减少300多元。每
年除了亩产1500多斤水稻，还能亩产350多斤
小龙虾，亩均产值上万元。

据了解，2021年至今，贵港市已有2.1万
亩高标准农田用于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全市建
成连片200亩以上基地230个、千亩以上基地
20个。农田通过稻虾共作实现“一水两用、一
田多收”，亩均增收6000元以上。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142.异地公积金缴存职工
如何办理公积金转入？

答：有两种方式可以办
理。（1）线上申请：职工可登
录“全国住房公积金”微信小
程序，发起“转移接续”业
务，按操作提示提交申请。
（2）线下申请：职工到缴存地
公积金窗口，持本人身份证原
件并提供本人原缴存地单位名
称、个人住房公积金账号即可
办理。

143.职工因工作变动在异

地缴存公积金，已在本地缴存
的公积金如何办理转出？

答：有两种方式可以办
理。（1）线上申请：职工可登
录“全国住房公积金”微信小
程序，发起“转移接续”业
务，按操作提示提交申请。
（2）线下申请：职工向转入地
公积金中心发起申请，由转出
地公积金中心对转入地发起的
内容进行审核后办理。

（白城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供稿）

公 告
镇赉县嘎什根粮库有限公司 3号仓、

4～2号仓、5～1号仓、7号仓自2024年3
月 24日起由中化粮谷黑龙江有限公司租
赁，所存储的粮食粮权归中化粮谷黑龙江有
限公司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对存储的粮食进行非法抵押、擅自动用，
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中化粮谷黑龙江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7日

各林地承包户：
根据市林草局安排部署和洮南市国有林总场领导班子研究决定，

现要求原国营洮南机械林场（现洮南国有林保护站）、原国营永茂机械
林场（现永茂国有林保护站）、原国营四海林场（现四海国有林保护
站）、原国营二龙林场（现二龙国有林保护站）、原国营万宝林场（现
万宝国有林保护站）签订长期林地承包合同（出租、转让）的承包户
进行补植补造，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补植补造苗木要与原造林树种相同，且要补植苗木林龄不低
于两年生的大苗。

2．补植补造密度，要求株距2米，行距3米或株距1.5米，行距4
米，补植补造完成后，保证每公顷当年苗木株数达到1660株以上。

3．承包林地间种农作物时不得间种玉米、高粱、葵花等高稞农
作物，且在间种时不能对树木造成机械损伤，不能喷洒对树木有害的
农药，不能对树木进行违规修剪，杜绝形成扇型树、独杆树、小老树
等现象发生。

4．补植补造成活率要求当年在85%以上，保存率要求75%以上。

5．补植补造验收，在2024年8月总场与保护站将对所有长期合
同地块进行全面验收，对不能达到补植补造要求或间种管理不规范的
承包者，洮南市国有林总场有权解除合同或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6．各承包户要在公告之日后10日内与各保护站取得联系，合同
不完善的补充内容（如林班、小班、坐标点、面积等），如逾期不联系
视为放弃合同，总场将自行收回地块使用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承
包方自负。

各保护站联系方式：
洮南国有林保护站 联系人：王艳芳 电话：15567920083
永茂国有林保护站 联系人：李俊山 电话：13704371830
四海国有林保护站 联系人：岳俊国 电话：15043618278
二龙国有林保护站 联系人：王 超 电话：18843619898
万宝国有林保护站 联系人：白越超 电话：15500264449
特此公告

洮南市国有林总场
2024年3月27日

洮南市国有林总场
关于对原林场长期出租或转让林地承包户的公告

招聘启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报社广告部现面向社

会招聘广告业务人员。
具体要求：1．中专及以上学历，具有广告行业

从业经验；2．性格外向，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
力；3．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4．对广告业务工
作有较高的热情；5．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优秀
的沟通能力；6．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有强烈的
责任心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工资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3323838

3月26日，一年一度的中央预算公开拉开大幕，向社
会公众“晒”出新一年的“花钱”安排。

据介绍，今年公开的中央预算包括经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批准的中央政府预算和中央部门预算。

“中央政府预算由财政部公开。中央部门预算经财政部
批复后，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中央政府预算方面，2024年公开的内容涵盖中央四
本预算情况、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分地区预算情况和有关
说明。

中央部门预算方面，2024年公开的内容涵盖部门总
体收支预算情况、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以及重点事项说
明等。

记者翻阅各中央部门预算“账本”发现，今年各部门均
公开了部门收支总表、财政拨款收支总表等9张报表，全
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在公开上述预算报表的同时，各部门还对预算收支增减
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经费、政府采购、国有
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管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项目等情况
予以说明，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

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近年来，财政部高度重视绩
效目标管理工作，指导督促中央部门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
标，严格绩效目标审核，做好绩效目标公开。

“今年要求公开部门预算的中央部门，原则上应将一般
公共预算一级项目、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项目绩效目标表按照不低于项目数量60%的比例向社会
公开。”这位负责人说。

专家普遍认为，通过公开绩效目标，可以向公众清晰展
现财政资金的“任务单、时间表、效果图”，有利于督促部
门落实绩效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
今年，中央本级预算安排在过紧日子方面持续着力：集中财
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
做好部门履职经费保障，坚持有压有保；强化预算约束，防
止铺张浪费。

“推动中央部门精简不必要的节庆、论坛和展会，更
加节约高效地举办会议、开展培训和调研。”这位负责人
说。从紧从严安排“三公”经费预算，实事求是保障合理
需求。按季评估中央部门过紧日子情况，将评估结果与预
算安排挂钩。

此外，为使公众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今年各部门
的部门预算除在本部门网站公开外，继续在财政部门户网站
设立的“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集中公开，方便人民群众监
督政府财政工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预算公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
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强化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
置、硬化预算约束、加强财会监督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公众
知情权、强化外部监督的机制性安排，对推动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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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本账”看春耕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

住 房 公 积 金 每 日 一 读

3月26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瀚文小学学生跟老师学习吕剧。
世界戏剧日即将到来，各地学校开展“戏剧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通过传统戏剧表演，引导学生学

习戏剧知识、感受传统戏剧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发（刘智峰摄）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郁琼源）
记者25日从农业农村部农垦局了解到，当
前，全国农垦系统以稳面积、提单产、抓社会
化服务为重点，多向发力推进农垦系统春季农
业生产。

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农垦系统春季农业
生产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展开，春季田管工作扎
实有力，春耕备耕稳步推进，冬小麦、冬油菜
苗情好于常年，社会化服务有序对接，为今年
粮油生产起了好头、开了好局。

人勤春来早，田管正当时。安徽省农垦集
团下属各农场公司近百名农技人员近日奔赴地
头深入田间调查苗情，开出田管“处方”，指
导农户对症防治病虫草害，做好农资农技农机
服务保障。目前，垦区76.1万亩在地小麦长
势较好。

农业农村部农垦局要求，各垦区要把春季

田管作为当前农业生产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切实加强春耕备耕情况的监测调度，统筹组织
好农资保供、农机作业、适期播种等工作，推
进春耕备耕扎实有序开展。

“目前我们已完成农机培训3期90人次，
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保养、制度的修订完善，
与五个垦区、两大央企达成了农机服务意向，预
计4月初开始作业。”全国首家农垦农机应急服
务中心——河北农垦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张
家口农垦农机应急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各垦区在抓好垦区春耕生产各项工作的同
时，持续加力实施“农垦社会化服务+地方”
行动，进一步扩大社会化服务规模，拓展服务
领域，完善服务模式，发展全产业链服务，探
索建设一批农垦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努力打造
一批有影响力的“垦字号”服务品牌。

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继
续创新合作模式，探索与地方共建示范点，共
组专业技术队伍，搭建形式更为多样、对接更
为顺畅的垦地融合发展平台。

全国农垦系统多向发力抓春季农业生产

春分已过，青藏高原的冰雪渐渐融化，祁连
山下，清澈的黑河河水潺潺。午后暖阳下，生态
管护员叶金俄日坐在黑河岸边的草场上，从暖
壶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掰开馍馍分给妻
子东木措。“天气渐暖，水量看着大了些。”叶金
俄日说。

今年52岁的叶金俄日家住青海省海北藏
族自治州祁连县野牛沟乡，2006年11月，叶金
俄日与妻子来到青海祁连县黑河源头流域生态
建设保护工程管护站，成为黑河源头的生态管
护员。

初到管护站，巡护路远，夫妻二人有时借住
在牧民乡亲的帐房里，有时只能在废弃的牛羊
圈里将就一宿。200多平方公里的管护区涵盖
10个巡查点和50多条黑河支流，平均海拔超
过4000米，冬有大雪，夏有暴雨。叶金俄日与东
木措每个月都要完整巡护一次，平均每天要骑
车行驶70多公里。

捡拾清理河岸沿途垃圾，入户宣传冬季防
火知识，普及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理念，上
山下河过沼泽，夫妻二人坚守在黑河源头已将
近18年。

祁连县农牧水利科技和乡村振兴局局长东
生辉介绍，黑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流经青海、
甘肃、内蒙古三省区。祁连县地处黑河源头，多
年来，当地成立黑河源头保护工作站，监测管理
水土流失，在源头区设立管护分站，进一步细化
源头保护责任。

“经过多年努力，黑河源头区超载放牧等原
因造成的草场退化和植被脆弱等问题得到有效
遏制，水质得到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东
生辉说。

黑河源头生态环境向好，叶金俄日夫妻二
人的工作条件也不断改善。管护站里办公室、休
息室和厨房储物室三间小屋整洁温馨，他们穿
上了统一的制服，手机上安装了巡查办公软件。

听到河边有动静，叶金俄日立刻起身拿起
望远镜，“是赤麻鸭。”叶金俄日说话的同时，东
木措已打开巡护笔记开始记录。随着河水解冻，
巡护时他们着重观测河边是否有异常，以防水
源污染。

叶金俄日俯身蹲下，捧起河水，感受水温。
叶金俄日说：“水质变好了，黑河源头也成为越
来越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再过段时间，黑颈鹤
就会回来了。”装好摩托车，夫妻二人准备前往
下一个巡查点。

天色渐暗，回到管护站，叶金俄日检查好摩
托车，完善巡护笔记，将数据上传手机。不一会
儿，晚饭也好了，管护站里灯光温暖，炊烟升腾。

（新华社西宁3月25日电）

黑 河 源 头 的 夫 妻 管 护 站
●新华社记者 耿辉凰 张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