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吉林省的农业版图中，镇赉县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松
嫩平原。曾经，这里是东北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被视为

“不毛之地”，农业发展困难。然而，经过多年努力，镇赉县成
功逆袭，成为吉林省水稻种植面积第一大县，其水稻产业在规
模、技术模式以及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均位居全省前列，书写了
农业传奇。

核心数据彰显产业雄厚实力。镇赉县水稻种植规模庞大，
截至最新统计，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占吉林省水稻总面积的
11.9%，在全省县域中独占鳌头，远远超过榆树、永吉等其他
水稻主产县。在产量方面，2024年镇赉县水稻年产量约20.6
亿斤，能够满足近千万人一年的基本口粮需求，为吉林省“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成为保障区
域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

自然优势与科技改良协同发力。镇赉县地处北纬45度的
黄金水稻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奔腾不息的嫩江和洮儿河为
其带来了充沛的灌溉水源，在这片土地上滋养出独特的“水田
绿洲”。这里的气候条件堪称优越，年平均2935小时的充足日
照，让水稻能够充分进行光合作用；3151度的有效积温，为
水稻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温度环境；昼夜温差达12℃以上，极
大地提升了大米的口感与营养价值。但曾经苏打盐碱地是横亘
在镇赉农业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阻碍，占耕地40%以上的盐碱
地让农业生产困难重重。面对困境，镇赉人没有退缩，在省农
科院等科研机构长期驻点指导下，开启了科技创新的征程。通
过挖沟排碱、灌水洗盐、深耕改土、压砂改碱等一系列科学方
法，有效降低了土壤表层盐碱度；施用“生物菌肥”改善土壤
微生物环境，增强土壤肥力；采用“稻田养蟹除草”模式，实
现了生态循环，减少了农药使用；培育优质高产耐盐碱水稻品
种，从根源上攻克了盐碱地水稻种植的难题。一系列科技手段
的综合应用，让pH值超9.5的重度盐碱地变成了肥沃的高产
田，累计改良盐碱地超80万亩，创造了“碱地变粮仓”的全
国范例，为盐碱地农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政策扶持与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政策的有力支持为镇赉水
稻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吉林省将镇赉列为西部粮食增产
核心区，投入大量资金完善灌区水利设施。“引嫩入白”“河湖
连通”等重大水利工程的顺利实施，极大地改善了灌溉条件，
让水稻种植用水更加稳定可靠。在科技领域，智能化育秧工
厂、无人机绿色防控、水稻机插同步侧深施肥、生物质水稻育
苗基质应用、水稻抗逆除障栽培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在镇赉县广
泛应用。这些新技术的落地生根，使得水稻平均亩产从300公
斤提升至600公斤以上，实现了产量的大幅飞跃，推动了水稻
产业的现代化发展。

全产业链融合，激发产业活力。镇赉县积极推动水稻产业全

产业链融合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合力。在种植环节，成立了
300余家水稻生产合作社，通过规模化、全程机械化生产，有效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
专业化水平。在加工环节上不断升级，通过引进稻米精深加工企
业，开发出胚芽米、速食米线等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拓展了市
场空间，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镇赉大米”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
认证、国家地理商标，并成功入选2024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公示名单。“镇赉大米”还曾被指定为G20杭州峰会
的食用米，凭借卓越品质打入江浙闽市场。借助这些荣誉，

“镇赉大米”顺利进驻京东、盒马等知名平台，均价较普通大
米高20%-30%，实现了显著的品牌溢价，品牌影响力不断扩
大。与省内其他产区相比，榆树市作为传统玉米主产区，水稻
种植面积约90万亩，规模居第二；永吉县依托“万昌大米”
品牌，种植面积约65万亩，主打高端市场。而镇赉县凭借
155万亩的最大种植规模、盐碱地治理的标杆技术优势以及全
产业链覆盖的完备体系，在综合实力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在吉
林省水稻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发展的佼佼者。

科技创新，引领未来发展方向。镇赉县积极推广“稻渔综
合种养”模式，蟹田稻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模式巧妙实
现了“一水两用、一季双收”，螃蟹在稻田中觅食害虫和杂
草，其排泄物又为水稻提供了天然肥料，减少了化肥使用，既
改良了盐碱地土壤环境，又提升了经济效益。2024年，稻渔
综合种养面积达16.4万亩，河蟹产量近300万公斤，未来还将
持续扩大规模，为生态农业发展开辟新路径。

品牌高端化，追求品质与市场的突破。为实现品牌高端化
目标，镇赉县着力推广高食味值水稻品种，大力发展绿色、有
机水稻，对标行业标杆“五常大米”。在品种推广方面，“吉粳
系列”等优质食味品种表现出色，其中“吉粳816”连续两届
荣获全国优质稻（粳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在标准制定
上，镇赉县制定了高于国标的团体标准，如留胚米、控糖米标
准，进一步强化镇赉大米“软、糯、弹、滑、甜”的独特性。
同时，加强原产地认证与营销推广，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全力抢占高端市场份额。

抗风险保障，科技赋能粮食安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旱涝
灾害等风险，镇赉县高度重视农田水利韧性建设。通过科技创
新，不断完善水利设施，提高水资源的调配和利用效率，确保水
稻在不同气候条件下都能稳定生长，为粮食生产安全提供了坚

实的科技保障，稳定了水稻产业的发展根基。
未来蓝图，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吉林省计划在2027

年前培育1-2个全国顶尖大米区域品牌，“镇赉大米”作为西
部弱碱地代表被列为重点培育对象。未来，“镇赉大米”将借
助电商平台、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新兴渠道扩大线上销售规
模，计划建立600个社区团购点，并入驻一线城市高端商超，
进一步提升市场渗透率，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让

“镇赉大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科技驱动与品质提升，筑牢发展新根基。持续推进育种与标准

化工作，加大优质品种推广力度，不断制定更高标准，致力于让“镇
赉大米”的品质更上一层楼。同时，加速盐碱地改良工作，计划在三
年内新增水田12.35万亩，改善盐碱地7.15万亩，新增粮食产能
1.56亿斤，为水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产业链延伸与附加值提升，挖掘发展新潜力。在精深加工
方面，镇赉县将积极开发发芽糙米、富硒米等功能性产品，拓
展米酒、米乳、方便米饭等高附加值品类，计划2027年推出
30款新产品。此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稻壳发电、米
糠油生产，用秸秆、牛粪等有机肥料生产育苗基质等技术，实
现副产物全利用，推动水稻加工转化率提升至30%以上，进
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经济效益。

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实现新跨越。进一步扩大“稻蟹共
生”规模，2024年河蟹养殖面积已达30万亩，未来将通过示范
工程加大推广力度。同时，积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等
绿色种植技术，减少化肥使用，力争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8%，实
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迈上新台阶。

政策支持与区域协同，凝聚发展新合力。依托《吉林大米
品牌建设三年规划（2025-2027）》，镇赉县将获得更多政策
倾斜，通过整合物流资源（如丹东港粮食专线）降低成本，并
联合科研机构推动技术转化。计划培育20家“大而强”型龙
头企业和100家“小而优”特色企业，形成全产业链协同效
应，为水稻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镇赉县凭借“盐碱地改良+规模化+科技化”的独特发展
路径，从吉林农业的“短板”成功逆袭为“水稻第一县”。“镇
赉大米”以弱碱性、生态综合种养和品质认证为核心竞争力，
在科技赋能、品牌升级和产业链延伸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其成
功经验不仅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中国盐
碱地农业开发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镇赉模式”和宝贵
经验。展望未来，镇赉县必将在农业现代化的征程中创造更多
辉煌，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的篇章。

本报讯（王玉民 田荣）目前，正是农
业生产备耕时期，农村地区迎来交通运输集
中出行高峰，镇赉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
队紧扣春季生产生活节奏，狠抓交通安全管
理，组织警力深入乡镇村屯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筑牢春季交通安全防线。

大队民警辅警携带丰富的宣传资料，走
进镇赉县沿江镇，以“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
巡回宣传”活动为主题，为乡镇村民送去交
通安全“秘籍”。活动中，民警辅警穿梭于
集市和街头，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
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深入
浅出地讲解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不佩戴安全
头盔、农用车违法载人、酒后驾驶、超员超
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和后果，提醒
群众在春耕及日常出行中，要时刻牢记交通
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

本次活动，营造了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
氛围，增强了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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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拂面，大地复苏。在镇赉县童贝尔幼儿园，园
长卢国姝和老师带着孩子们正在开展康复训练活动，孩
子们在春光里歌唱，在春风中奔跑。看着孩子们开心的
笑容，谁能想到这是一群非常特殊的孩子呢。

这些3至5岁的孩子们，多数患有自闭、多动、脑
瘫、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为了让家长走出困境、给孩
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卢国姝于2011年12月在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办特殊儿童康复中心，2018年5月
开办童教育旗舰园，后逐步发展成为童贝尔幼儿园，并
在残疾人联合会和教育部门的协调下，将特殊儿童康复
中心搬迁到旗舰园内，同时通过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的申请，孩子们在这里享受着免费康复。

“我们家长都挺信任卢园长，她不仅专业还有爱心。她从
2000年到镇赉开办童娇幼儿园，2011年又开办童之梦早教
中心，后来还开办了以康复自闭、多动、脑瘫、注意力不集中
等为主的康复训练中心。这些年在这里得到康复的孩子不计
其数，多亏了卢园长。”家长王女士对卢园长心存感激。

53岁的卢国姝，1994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师范学校，

2006年7月入党，多年来她投身于民办教育事业，践行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奉献爱心，浇灌无数花朵健康成
长。2000年开办属于自己的第一家幼儿园，至今已相继
开办3所幼儿教育机构，培养近千余名优秀学苗。2023年
初，她把童娇幼儿园和童之梦早教中心转让她人，全身心
投入到童贝尔幼儿园和特殊儿童康复上。多年来，她也因
此获得多项荣誉，2013年12月被市教育局授予“优秀民
办幼儿园园长”称号，2018年1月被县非公有制企业和社
会组织工作委员会批准担任社会组织独立党组织书记，
2019年3月被县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县巾帼建功标兵”荣
誉称号，2021年5月在市级示范性幼儿园评估活动中被
市教育局评为镇赉县唯一一家“示范性幼儿园”。

卢国姝从幼儿教育园长积极投身到特殊教育工作
中，这要缘于2011年的一次特殊走访。当她看到有些3岁
至5岁的自闭症宝宝对于家人的呼唤无动于衷、对亲人感
情淡漠、反应木讷。再看到孩子父母无助的眼神，她内心
受到极大触动。虽然，那时她对自闭症理解粗浅，但对这
个领域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觉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

“给这些特殊儿童带去温暖与爱，让他们融入家庭、融入
生活，让这些特殊家庭走出困境。”

起初，卢国姝满怀期望地开始教学，却发现孩子们
茫然离开座位满教室奔跑、自顾自玩小手、摇晃座椅自
言自语，只有一两名学生在配合教学，让她有些惆怅。
但是她依然坚定无论多难都要办好特殊教育，努力为孩
子们营造良好的康复环境，让他们享受更加合理、更加
人性化的康复教育。

经过十年的探索与发展，特殊儿童康复中心队伍不
断壮大，走进来、送出去的孩子越来越多。而且，卢国
姝经常利用课后时间反思，研究如何克服课堂缺乏趣味
性等教学问题。她一边向有经验的同行请教，一边自己
翻阅相关书籍，并通过各种培训结识全国优秀教师，多
方面提升专业技能；还采取了集体教学和部分学生一对
一个别化训练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水平。当看到
越来越多的孩子收获明显时，促使她为特殊教育和孩子
们臻爱前行的欲望愈加强烈。除了日常授课，卢国姝在
特殊儿童教育方面还注重培养学生个人卫生、用餐礼
仪、书包整理、收拾寝具等良好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
惯，再到定期与家长反馈学生表现、进行家访……她面
面俱到，不断提升教学水平，赢得了家长的赞许。

卢国姝在课堂上，是一名博学的老师，教授孩子们知
识、游戏；课后，给孩子们母亲般的呵护，为孩子们剪指
甲、帮他们系鞋带、背书包……她把和孩子们相处的每一
天、每一刻都当做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于未来而言，她
将矢志不渝，带着自己的团队在特教路上，用心中有爱、
眼里有光的初心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岁月；因材施教，
为更多的孩子培养和提升各种能力而奋力前行。

播撒挚爱阳光 践行育人初心
——记镇赉县“巾帼建功标兵”、童贝尔幼儿园园长卢国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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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嫩江水源是优质的嫩江水源是
镇赉水稻产业的镇赉水稻产业的““绿色绿色
血液血液””。。

镇赉县水稻种植面积连镇赉县水稻种植面积连
续续 77 年全省夺冠年全省夺冠，，是是““吉林吉林
省水稻生产第一县省水稻生产第一县””。。

嫩江畔的嘎什根乡嫩江畔的嘎什根乡
十家子村绿意盎然十家子村绿意盎然，，俨俨
然一幅水乡景色然一幅水乡景色。。

镇赉县培育新质生产力镇赉县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广推广
生物质水稻育苗机质生物质水稻育苗机质，，受到当地种受到当地种
植大户的欢迎植大户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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