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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通榆县在极度缺水又十分贫困的情况下，积极实
施了“引进外来水、滞留过境水、贮存地表水、持续供应水、
保护地下水、节约使用水、利用循环水”七大治水方略，有效
破解了制约通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蓄足了可持续发展后劲。2013年以来，全县干部
群众积极践行“生态经济景观”三位一体理念，大力发展生态
湿地经济。于是，湿地经济应运而生。

河蟹养殖，舌尖上的富民产业
河蟹，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极其丰富，是国内外市

场很受欢迎的一种水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河蟹虽
美，但在通榆没有养殖的历史，因此人们都望而却步。而胜利
渔场的马立兵，就开了这个先河，做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2014年初，他在生态养鱼的基础上投资80多万元，投放
2万多公斤河蟹，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到了9月、10月份收获
季节，一举捕获成蟹12万公斤。他养殖的河蟹，不仅个大、膏
满，而且品质优异，口味纯正，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因此也
非常畅销。从养殖到出售不到5个月时间，实现产值510多万
元，净赚了350多万元。

马立兵敢于尝试，与县水产总站的有效引导和大力扶持是

分不开的。2013年，县水产总站多次邀请省渔业专家到通榆县
为发展水产业“把脉”。通过现场技术评估，针对通榆县胜利
水库经多年干涸又重新注满新水后的综合考究，提出了在发展
大宗水产品前提下，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河蟹养殖的想法和建
议。于是，才有了马立兵的大胆尝试和养殖成功。

冷水鱼养殖，填补了吉林省西部的空白
位于什花道乡境内的清泉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有自喷泉水井

16眼，各项数据和指标完全符合冷水鱼养殖要求，是冷水鱼繁
育和生长绝佳之地。该区域可进行冷水资源开发面积20万平方
米，东侧有300亩人工池塘和200多公顷大水面，极具综合开
发价值。

鉴于这一因素，2012年，县水产站组织技术人员和清泉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业主杨臣到外地进行了冷水鱼养殖的实地考
察，并邀请了省冷水鱼养殖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基地专家到通
榆县进行了实地勘查和指导。通过前期大量的准备，2013年6
月，清泉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业主杨臣引进冷水鱼养殖。经过一
年多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冷水鱼养殖喜获成功，填补了我省中
西部有史以来没有冷水鱼养殖的空白，也标志着通榆县渔业发
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创举和科技进步。

水田开发，水中捞财的新途径
水田开发，对于古往今来惯于种植旱田的通榆农民来说，

既是新生事物，又是一个艰难的转型之路。而八面乡开发的千
顷水田，将引领一方农民走上新的致富路。

2013年，八面乡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十四届十一
次全委会议确立的以“生态经济景观”理念建设“生态经济城
市”思想体系，将大段河湿地建设列为重点建设项目。在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大段河湿地建设进行初步规划。
大段河湿地西始于四家子村敖包屯，东至大段桥，中经新建村
三个屯，湿地内贮水面积为5.5平方公里。

在县财政局、交通局、扶贫办、移民办等相关部门的协调
帮助下，他们积极向上申报项目，争取资金，2014年投资600
多万元完成了大段桥新建工程，并于10月份竣工；投资150万
元，完成了敖包至太平山过水路面、涵洞新建工程以及该路段
路基的土方工程；投资55万元，完成了新建村张牧师屯1500
延长米河堤新建工程；为留住过境水，在水利部门的支持下，
完成了大段桥溢流堰工程设计及新建屯至后座坦5公里河堤新
建工程设计，预计2015年开工建设。

鉴于大段河水质好，养分丰富，适合淡水养殖这一先决条
件，为了变湿地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他们确立了发展湿地生
态经济目标。其一，围绕大段河湿地的河滩地，开发水田
1000公顷，重点发展弱碱大米产业。其二，围绕回水面积，
规划出10000多亩淡水养殖区，发展多种淡水养殖业。其三，
实施资源合理化利用，倡导和推行湿地经济综合项目，发展
稻、鱼、蟹等立体种植、养殖新模式。

“小荷才露尖尖角”。通榆，水面养殖、种植已破题，湿地
经济曙光初现。下一步，他们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扶持力
度，从提供服务、传授技术、开拓市场入手，搞好产前、产中
和产后一条龙全方位服务，真正做到让农民水中捞财，财源滚
滚。通过让更多的农民依靠水面养殖、种植走上致富路，让通
榆的湿地经济跃上一个新台阶。

10年间，是他让一个贫困村旧貌添新颜；10年间，
是他让村民真切地感受到了发家致富的喜悦。在村民心
中，他是当之无愧的致富带头人。

他就是洮北区平安镇中兴村党支部书记胥国民。9月
29日，全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胥国民光荣
地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特等劳动模范。

从1997年上任至今，胥国民一刻也没有放松为改变
中兴村命运所付出的拼搏。当时的中兴村年人均纯收入
只有2430元，为了让村子早日走出负债130余万元的泥
潭，胥国民借着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有利契机，大胆
严肃承包纪律，严格土地丈量标准，在他本着公平、公
正的丈量下，全村实际丈量的土地一下子多出了80余公
顷。多出的土地不仅有效化解了村级债务，而且其中的
40余公顷作为机动地竞价承包，为村集体增加了收入。
2006年，压了中兴村10年的130余万元外债，终于还清
了，甩掉包袱的中兴村轻装上阵，向着实现社会主义新
农村快速前进。

此刻，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大潮，给中兴村带来了
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胥国民，开
始积极带领全体村民发展农业种植和养殖，在原有作物
种植的基础上，他组织村民大力发展烤烟和雪寒韭菜种
植业的同时，扩大了以奶牛、肉羊、禽类等多个种类养
殖业的同步推进，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兴村的村民年均
每户实现增收1.5万元。

村子富了，村民的腰包鼓了，胥国民的想法也多
了。他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被誉为“黄金产业”的
烤烟种植，在当地不仅有适合烤烟生长的土壤，而且烤
烟种植是村民易学习、易掌握的一项发家致富的项目。
于是胥国民组织了50余名村民，到周边种植烤烟的村屯
实地考察、观摩。通过向当地烟农的认真学习和详细了
解，让大伙感觉到了种植烤烟的确前景可观。

为了让烤烟种植尽快上马，胥国民通过自己出钱、
从外村借钱、从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积极筹措，终于在
村里建起了第一批17座烤烟楼。在胥国民的带领下，全
村53户村民全部种上了烤烟，全村烤烟种植面积一度突
破了1000亩，占洮北区烤烟种植面积的70%，每公顷土
地实现利润3.4万元。如今的中兴村有假植棚20座，烤房
30座，烤烟种植面积达120公顷，真正实现了育苗、假
植、移栽、管理、烘烤、销售“六个统一”的生产模
式。

“脱离党建抓经济，就好比无本之木；离开经济抓党
建，就好比无源之水。”在胥国民看来，中兴村的富裕离
不开党的领导，只有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大了，
村民们发家致富的梦想才会早日实现。2010年8月，大
中兴联合党总支成立，下辖7个村党支部，党员199名，
胥国民任党总支书记，他坚持5个村产业布局“一盘
棋”、经济发展“齐步走”的发展思路，通过烤烟和蔬菜
种植两大主导产业辐射全局，为未来的中兴村发展描绘
出了一幅“建组织、兴产业、富百姓”的美好蓝图。

本报讯（记者卢丽桃）今年，镇赉县计划培训新型职业农民640
人，其中生产经营型270人，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370人。全县设
立水稻办、植保站、鉴定站、水产技术推广站4个培训基地，聘请12
名有资质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培训注重实践操作技能，组织学员到大
屯英台农民合作社、长春农博园等实训基地参观学习和考察。理论学习
在常规农技培训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经营管理、市场信息预测等课程授
课，收到了良好效果。目前已开班10期，培训370人，剩余培训年底
前完成。

本报讯（赵志国）洮南农发行切实加强粮食库存监管工作，在旺季
收购前组织客户经理调片交叉检查，进一步核实开户企业粮食库存，确
保粮食库存与发放的贷款相一致。

本报讯（柴艳杰）为更好落实公益林保护建设工作，提高生态公益
林保护建设水平，近日，洮南林场对28名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公益林护
林员进行严格考核评审,进一步规范管理公益林护林员队伍，加强公益
林队伍建设。

该场根据中央、省市护林员考核办法的要求，立足实际情况，要求
与护林员签订管护合同，对护林员的林木资源管护情况、上岗到位情
况、尽职尽责情况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自查考核评审，并量化赋分，划分
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根据考核结果将作为2014年度
护林员工资发放和2015年度护林员续聘的重要依据。

防风袭 冬季的猪舍必须堵风洞，挂草帘，糊窗户，
防止圈内的鼠洞、裂缝、缺口、破顶等风口吹进“穿堂
风”和“贼风”，通气孔应留在至少距地面1米以上的高
处。

防潮湿 猪圈干燥是保证生猪健康的主要措施之一。
空气是一种导热物质，而且越潮湿其导热性越强，圈内
猪体内的热量散发得越快。猪体发冷，必要上垛，容易
造成挤伤压伤甚至出现死亡，疫病也易发生。因此，圈
要勤出勤垫，保证干燥，并注意训练猪定点排粪排尿，
保证有个干燥卧处。

防低温 生猪生长的最适宜温度是15℃～25℃，正常
生长的温度一般是8℃以上。为了保证生猪正常生长发
育，最好的方法是采用暖棚饲养，即用较厚的塑料薄膜
将圈顶覆盖。覆盖要有30度左右的斜面，便于采光。中
午圈温过高可放气通风，若下雪应及时清除。

防冷食 在冬季，猪吃食无非用来御寒和增加体重，
母猪则要保其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故要在配料时适当
增加能量饲料，增其御寒力。在饲喂时，配混合饲料最
好是生食干喂，需拌入少量水时水温也要在25℃左右。
采取稀喂办法的，饲料要温热，并要少给勤添，防冷防
冻。

防乱喂 喂猪要做到饲养质量稳定，喂料时间稳定，
配料应根据不同生产性能、不同生长阶段进行，切忌质
量突变。若需变料、加量或改变饲喂时间，应逐渐进
行。

防冷饮 猪对水的需求量很大，对水的需要很重要。
如圈中不备水，猪甚至会乱饮尿水，这样势必引起消化
道疾病和其它病症。所以要经常不断地供给温热、清洁
的饮水，既防病患又保猪需要。

防咬架 为保证猪的正常生长，饲养必须做到营养全
面，缺乏了某种或几种成分，不但生长滞缓，还可能出
现咬架“恶癖”，尤其冬季青饲料较缺，“恶癖”出现的
可能性更大。因此，要在饲料中补给多种维生素、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并要强弱分群，大小分圈，适时阉割。

防疫病 冬季气温低，空气干燥，猪的消化道疾病、
呼吸道疾病、传染性疾病等很容易发生，为保生猪健康
生长，必须经常保持猪圈清洁、干净、卫生，定期或不
定期地进行圈舍刷洗、消毒或喷药消毒。猪要注射疫
苗，并要备有常用药物，有病早隔离、早治疗。

（据中国星火网）

进入冬季肉牛处在消耗饲料高、饲料利用率低、生长发育缓慢状态，
从而形成“夏饱、秋肥、冬瘦、秋乏”的恶性循环，牛经过一个冬季掉膘可达
25%～30%。为了解决此问题，要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注意保温 牛舍保温性能好。牛舍屋顶要求不漏雨水、适时关窗不透
风，地面不堆积粪尿，不潮湿、清洁卫生，室温保持在10～18℃适宜。

牛舍通风 由于冬季牛舍封闭严密，舍内外温差大，加之牛呼吸散热、
排泄粪尿等原因造成舍内湿度大，氨、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含量
过高，影响牛的正常生长发育。因此，牛舍必须及时进行开窗通风换气。

保持卫生 要保持牛舍的卫生，才能保障肉牛的正常生长发育。①及
时清除牛粪，每天在喂牛时要清除牛粪。②打扫牛舍及饲槽，每天喂完牛
之后要扫净剩余饲料，及时扫净饲槽。③牛舍的消毒，每月进行一次，用
1%浓度的氢氧化钠溶液进行牛舍地面和墙壁喷雾消毒，氨味浓时用过氧
乙酸消毒，牛舍门口可用白灰消毒。

科学饲喂 饲料是育肥牛增膘长肉的物质基础，必须合理搭配饲料。
日粮为：干青草5kg，青贮玉米秸秆8kg，酒糟10kg，玉米粉3kg，豆饼
0.5kg，尿素100g，食盐50g。每天饲喂3次，即早晨6点、中午12点、下午
6点各喂1次。料要少添、勤添，每次采食时间1～1.5小时，不要使牛吃的
过饱，使牛在每次饲喂时都保持旺盛的食欲，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供足饮水 冬季，牛以吃干草料为主，所以要供给充足的饮水。饮水不
足，不但影响牛采食，也影响牛对饲料的消化和利用，使牛的被毛、皮肤干
燥，精神不振。牛饮水2次/d，采食后1h饮水，供给的水要清洁卫生、温度
要适宜（20℃左右）。

多晒太阳 在天气晴朗时，要把牛牵出舍外晒太阳，同时要刷拭牛体，
即可预防皮肤病和体外寄生虫病的发生，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牛对
寒冷的抵抗力，对肉牛增膘极为有利。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

水美 鱼肥 稻花香
——通榆县发展生态湿地经济走笔

●赵 萍 本报记者 张云杰

洮南农发行
加强粮食库存监管工作

镇赉县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促进农业科学发展

洮南林场规范公益林护林员队伍

冬季养猪重“八防”

冬季肉牛饲养管理技术要点

12月6日，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一家种子企业查看加工完成后待销的产品信息。
目前，甘肃省张掖市杂交玉米制种、生产、加工进入尾声，逐步转入销售环节。2014年当地玉米制种面积达

75.93万亩，产种量达3.22亿公斤，占全国杂交玉米种子总产量的30%以上。据悉，张掖市是农业部认定的国家级杂
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现有杂交玉米种子生产企业59家。当地生产的玉米种子因品质优良获得市场认可，目前销往
全国20多个省市区，可满足近2亿亩大田玉米生产用种。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N养殖技术

公 告
农田耕种承包人代志文，你在2014年5月8

日与大安新荒农场负责人苑春江签定的两年农
田承包合同。由于你违反了土地承包合同中第
六条第二款和第九款的约定，请你从登报之日
起30日内，到新荒农场进行账目清算。逾期不
来清算，其经济和法律责任自负。以上情况特
此公告。

大安新荒农场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5日

联系人：黄伟
电话：18743081398
















《白 城 日 报》、《城 市 晚 报·百 姓 生 活》广 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报，《城市
晚报·百姓生活》是《白城日报》和《城市晚报》
共同打造的都市类报纸。两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
主流媒体，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服务中心、服
务民生，其权威资讯、深度观点、实用信息为受

众广泛赞誉；其影响力、公信力、权威性、时效
性、发行的广覆盖是当之无愧的白城第一报。真
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白城发展创业，来白城
日报社发布信息，共同铸就我们的辉煌未来！白
城日报社广告由白城日报社自主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白城：0436—3323838
大安：5234360 13251769263
洮南：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13204409555

（上接一版）于秀山是实施生态移民
的首批受益者之一，截至 2013 年
末，该局已有8个林场整体搬迁，完
成生态移民1832户。

“把人从深山老林里搬出来就是
对森林的最好保护，根据测算，每人
每年可减少1.5立方米社会性的资源
消耗。”松江河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庄
培全说，林业局辖区共含 33 个村
屯、8500户农民，按照每户平均每
年消耗8立方米薪材计算，每年消耗
木材达6.8万立方米。“森林资源的
社会性消耗量已经超过松江河林业局
每年木材采伐量。”

与东部山区的森林保护不同，吉
林省中部地区对黑土地治理非常迫
切。我国产粮状元榆树市大力推广保
护性耕作、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增
施有机肥，以改善和保护黑土地。

“自然情况下形成1厘米的黑土需要三
四百年，不能再透支黑土地了。”榆
树市委书记冯善国说。

吉林中部是东北平原黑土地的核
心区，是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和世
界著名黄金玉米带。该省将利用7年
左右时间，大规模开展土地整治，实
现黑土区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壤肥
力逐步恢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从黑土区往西，便是以风沙干旱
碱著称的“八百里瀚海”的吉林西
部。这里水资源严重匮乏，年降水量

不足400毫米，但过境水资源相对丰
富，是全省生态最脆弱地区，也是旱
灾和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地方。目前，
一场以排灌蓄提引为重点的水资源全
面整理工程正在紧张建设，将214个
自然湖泊连通，形成河网密布的水
系，济旱防洪，增粮减灾。

白城市委书记李晋修说，白城坚
持把河湖连通工程作为改善西部生态
环境、稳步实现粮食增产的重点工
程，不断推动重要湿地核心区生态移
民，加快绿化造林，发展绿色产业、
生态经济、生态旅游等，实现经济与
生态协调发展。

构筑东北生态安全屏障
在吉林，生态建设成为系统推进

的顶层设计，区域协调发展是落实设
计的重点。在1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吉林重点推进东部绿色转型发展
区、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西部生态
经济区三大区建设，并注重区域间协
调联动，农、田、林、水、土、路各项工程
渐次展开，努力形成既各具特色又紧
密联系、既独立完整又良性互动的发
展局面，同时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普
惠民生、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开拓
经济社会生态同步发展新路。

有几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建国
初期，吉林省森林覆盖率为27.5%，
活立木总蓄积量为6亿多立方米；到

1988年，森林覆盖率35.9%，居全国
第五位。森林蓄积量7.6亿立方米，
列全国第六位，木材生产量占全国第
二位；到2013年末，全省森林覆盖
率达43.8%，活立木蓄积量为9.56亿
立方米。

吉林森工集团董事长柏广新告诉
记者，集团组建20年，有林地面积
达到122万公顷，增加8万公顷；森
林蓄积达到1.8亿立方米，已恢复到
开发初期水平。乔木林每公顷蓄积达
到 151.95 立方米，接近开发初期
158.5立方米的平均水平，位居全国
已开发林区之首。

作为北半球同纬度带原始状态保
存最好、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吉林
长白山地区坚持“保护第一”原则，
推进国家级示范保护区和生态文明先
行区建设，野生虎、豹、中华秋沙鸭
等珍稀动物频频现身长白山林区。目
前，吉林省已建立湿地保护区 21
个，湿地公园20个，全省39.3%的天
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在吉林西部，经过多年的引水、
造绿、整地，昔日盐碱、风沙、贫穷的地
区逐步显示出勃勃生机。近5年来，
这一地区粮食增产量占同期吉林省粮
食增产量的65.9%，成为支撑吉林乃
至全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重要区域，吸
引众多大型农业企业投资，抢占发展
先机。 （新华社长春12月7日电）

绿色崛起看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