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姚雪痕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高 峰 史凤斌地方新闻·盘锦
DIFANGXINWEN

08

本报讯 记者刘永安报道 田
间道路宽阔平坦，路两侧的防渗渠
平整美观，大小沟渠纵横相连……
这一幅“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旱
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农业新画卷，
正是盘锦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盘锦市把农田基本建
设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力
抓手，尤其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
业种植结构调整相结合，积极加快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2018 年
以来，盘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 43 项，建设高标准农田 33.63 万
亩。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逐
年增加，智慧农机、智慧农业体系
得到大规模运用，集约化、规模化
种植优势更加凸显，传统农业焕发
出新活力。

此外，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资金的投入，盘锦市还修建了田
间道路、防渗渠、桥、涵、闸、站、井
等配套工程，形成了旱能灌、涝能
排、路相通、渠相连的农业生产格
局，全力为农业生产“强筋壮骨”。

记者在盘山县甜水镇看到，新
近完工的 1 万亩高标准农田修建
配套建筑物 15 座，目前已完成节
水衬砌 9 公里，疏浚渠道 3.885 公
里，修建农田道路 8.575 公里，预计
节水 200 多万立方米，可增产水稻
60 万公斤。农民们说：“我们感受
到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节水衬砌和
疏浚渠道，这肯定能提升上水速
度，很好地解决水利问题，提高粮
食产量，以后我们再也不用靠天吃
饭了。”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确保粮食安全的
重要措施，也是现代农业的基础、

产业兴旺的保障。盘锦市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改善农业
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业综合
利用率，增加农民及集体经济收
益，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盘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切
实提高了耕地的质量等级，形成了
一劳永逸、旱涝保收的高质量农
田，呈现出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
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生态
高效农业景象。高标准农田建设
是惠民的好政策、好项目，实现了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
赢，赢得了盘锦广大农民的一致好
评。在盘锦三角洲，今年已完成
6700 亩土地的高标准建设任务，不
仅新建了闸涵等工程，还为每亩土
地增施有机肥 150 公斤，有效地改
善了地力。

建设高标准农田，不仅要以保

障粮食产能为首要任务，确保“吃
得饱”，而且要为消费者提供高品
质的农产品奠定良好的资源环境
基础，吃得好的同时，还要吃得健
康，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有效促进农业科技
进步。

盘锦市以科技为先导，以实现
农业现代化为目标，按照“广覆盖、
高含量”的要求，持续加大科技投
入，不断引进先进技术。通过实施
绿色稻米高产栽培技术、水稻工厂
化育苗及农机插秧技术、精准施
肥技术等科技措施，使高标准农田
项目区良种覆盖率达 100%。通过
提高项目区科技含量等方式，加
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向高水平深
层次发展，项目区科技贡献率达
55%以上。

路相通 渠相连 旱能灌 涝能排

盘锦三年建设高标准农田33.63万亩

“这些白蚬子都是用来喂母
河蟹的，现在母蟹已经抱卵，得
吃点好的，才能产出强壮的下一
代。”4 月 20 日，在辽宁每日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二界沟育苗场，工
人师傅一边忙着给雌蟹加营养
餐，一边对记者说。

辽宁每日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拥有河蟹育苗池 180 亩，分散在
面积大小不一的室外土池中，面
积小的约 2 亩左右，大的有 15 亩
左右，养殖了 1 万多只已经抱卵
的雌蟹。公司董事长张玉满说：

“公司从成立之初就开始进行河
蟹育苗，总结了一整套提纯复壮
的经验。目前，河蟹育苗全部采
用土池育苗，只有换水和投喂饵
料是人工干预的，其他都是在自
然环境下进行，有利于河蟹的优
胜劣汰。”

要有好的蟹苗，不但需要河
蟹在自然环境下生长，还需要对
规格、活力、品相等一系列指标
严格把关。辽宁每日农业集团
挑选的雌蟹在 80 克到 125 克之
间，雄蟹在 100 克以上。同时，这
些挑选出的河蟹还得特别活跃，
生命力强。张玉满说：“这些河
蟹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品相
好，颜值必须过关。”

虽然育苗的河蟹都是精挑
细选出来的，但在产卵前还要再
次挑选，优中选优，以确保所产
蟹苗品质优良。辽宁每日农业
集团有去年 10 月份交尾的雌蟹
1.2万只，这些经过冬季野外考验
的雌蟹在产卵前还要一只只过

“筛子”，进行再次挑选。技术人
员将水抽干，然后把一只只河蟹
抓出来，在显微镜下查看抱卵情
况，再淘汰一批。去年交尾的 1.2
万只雌蟹，最后留下来的只有
7000只左右。

这些最后挑选出来的雌蟹将
被放到网箱里产卵，产卵时间大
约 在 每 年 4 月 末 前 后 。 6 月 上
旬，河蟹种苗将被放到稻田里继
续生长。秋后，辽宁每日农业集
团就会开始收购扣蟹，并出口到
韩国。

如今，河蟹产业已成为盘锦
市农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是农
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苗
种经过多年连续养殖就会退化，
因此，辽宁每日农业集团有限公
司二界沟育苗场把河蟹亲本“提

纯复壮”和“优选优育”作为今年
河蟹生产的重点。

盘锦河蟹产业从良种工程
建设抓起。盘锦建立辽河水系
大规格蟹种培育基地，加快辽河
水系中华绒螯蟹的苗种繁育体
系建设，实施辽河河蟹良种选育
工程，选用大规格亲蟹作为繁育
亲本，提纯复壮辽河河蟹，繁育
优质辽河蟹苗和大规格蟹种，满
足北方地区河蟹养殖对优质河
蟹种苗生产需求。

盘锦建设优质蟹种培育基
地（“种子田”和越冬基地），以保
证养大蟹示范区的蟹种供应。
在种蟹的选择、提纯复壮、恢复、
保护和培育优质蟹苗等方面，盘
锦严格把关，健康推进。在蟹苗
及蟹种的提供上严格管理，实施
跟踪监督，确保为蟹农提供优质
蟹苗和蟹种，并利用杂交优势进
行提纯复壮。

盘锦河蟹种苗经过多年选
育，已逐步具备品牌效应。“光合
1 号”通过审定，并以其抗逆强、
生长速度快的优势深受养殖户
青睐，成为国家级河蟹原种。“光
合 1 号”等优质河蟹种苗推广面
积大，为盘锦稻蟹综合种养模式
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优选河蟹育苗忙
韩英林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本报讯 记者刘永安报道 眼
下正值农业春耕生产关键时期，连
日来，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
技术员及时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
头，通过课堂授课、现场观摩、发放
农机技术资料等多种形式，向广大
农户开展农机技术指导和培训，并
进行农机作业现场演示，引导农民
使用新型农机具，确保春耕生产顺
利、安全、高质量完成。

结合农机装备实际使用情况，
盘锦市补短板、强弱项，加大对高性
能、先进农机具的推广力度，淘汰
老旧粗放型、技术含量不高的农机
具，推进全市农机装备提档升级。
依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拉动作
用，引导农户积极购置高性能农机
具，全市春季累计购置各类农机具
1450余台（套）。

入春以来，盘锦农业部门坚持
早准备、早行动、早落实，加强农机
作业检查指导，并备足热销农机整
机及零部件，组织业务人员做好售
后服务，及时解决农机具在使用过
程中出现的各类故障问题。

记者在盘山县凯地农机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看到，各类耕种设备一
应俱全，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
检修调试。“我们当前的工作重点是
对农机设备进行维护，以确保插秧
机完好，保证春耕任务圆满完成。”
凯地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郑国彬
告诉记者。目前，盘锦市已检修农
机具 1.61 万台，圆满完成春季检修
任务。

据悉，盘锦市从水稻生产标准
化要求出发，制定了8项水稻生产机
械化市级作业技术标准，提高了

“耕、育、种、管、收、贮、加”全链条机
械化水平。紧紧围绕全市水稻生产
品牌化发展要求，加大绿色优质高
效水稻生产机械化新技术试验示范

力度，率先在全省开展水稻机械化
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无人机高效植
保、水稻机械化秸秆碎混旋埋还田
等绿色高产高效技术试验示范工
作，为推动盘锦市乃至全省农业机
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在推广农机新技术的同时，盘
锦市做强做大农机示范社，使其
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领头羊。目
前，全市区域性重点水稻生产农机
合作社已达 80 余家，其中，国家级
农机示范社 2 家。如今，这些农机
示范社已经成为盘锦市农机农艺
融合、新技术示范推广、农机作业

社会化服务、土地流转经营的典型
代表，是盘锦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了解到，今年，国内最高端
的水稻移栽技术——亚美柯水稻钵
苗移栽技术将在大洼区长财农机合
作社、盘山县凯地农机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等地进行示范推广。

与传统毯状秧苗机插相比，亚
美柯水稻钵苗移栽技术采用国际领
先的钵体育秧、整体移栽、五步栽插
法等核心技术，实现了浅、匀、直、
稳的水稻机械化移栽精准化作业。
这项技术在育苗环节可省种 30%以
上、省土 40%以上，可培育标准化大

龄壮秧。此外，在移栽环节无植伤、
立苗快、无返青期，大大节省了补苗
人工，移栽后分蘖发生早、有效分蘖
多、群体优势明显，平均每亩增产
10%以上。

今年，亚美柯水稻钵苗移栽技
术在盘锦作业面积预计达 650 亩。
通过推进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新
机型、新技术与优质品种深度融合，
盘锦市将总结提炼适合盘锦本地的
钵苗移栽育插秧及栽培管理技术要
点，配合养大蟹，形成盘锦市亚美柯
水稻钵苗移栽稻蟹综合种养技术规
范，为此项技术的推广工作提供技
术模式支撑。

制定8项市级作业标准 提高全链条机械化水平

盘锦推广新农机新农技助春耕

本报讯 “这艘渔船放在街区里
真是太漂亮了，古街加古船，走在里边
真有点穿越的感觉。”4 月 19 日，盘锦
福街商业广场内，一批老渔船的入驻
吸引了市民的目光。

福街本次共引进古渔船16艘、石
槽84个、拴马桩83个……这些老物件
为古色古香的百年福街增添了底蕴和
色彩。今年以来，福街商业广场在中
心区域推出了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
的盘锦福街古玩城，引进专业商家
100 多个，主要经营古玩和艺术收藏
品及家居饰品、馈赠礼品，力争打造东
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古玩书
画交易市场。此外，福街还设计推出
了绚烂夺目的灯光秀，中式仿古建筑
周边装饰LED灯带，营造了浓厚的文
化氛围。

福街商业广场不断丰富街区业

态，加快商业创新、消费引领、文化体
验等项目建设步伐，进一步营造良好
的商业氛围，提高街区主体经营效
益。创建伊始，福街商业广场就打造
了东北地区最大的“福”文化主题街
区，用 3000 吨玉石修建了“百福林玉
石瀑布”，推出全国贫困地区农产品对
接会，受到广泛关注。近期，福街商业
广场又推出了建筑面积达 2.8万平方
米的蓝天城素质教育培训基地，为 3
岁至 18 岁的少年儿童提供“一站式”
教育及生活服务，是东北首家学生综
合素质培训基地。

4 月 28 日，百年福街民族夜市正
式开业，届时，美食文化、夜景灯光、儿
童游乐、大唐夜宴、网红打卡等特色活
动集于一体，将带给广大游客全方位

“一站式”旅游体验。
田 俊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百年福街成文化旅游新地标

本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组织完成了 2021 年全国农业产业
融合发展项目创建评审工作，盘锦市
大洼区清水镇成功入选 2021 年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

近年来，清水镇通过“企业+基地+
农户”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稻蟹种养、
农产品加工业、特色肉鸭养殖加工业、
特色蔬菜种植业四大农业主导产业，
年产优质水稻4.5万吨、优质河蟹3000
吨、优质肉鸭 2000 吨、优质蔬菜 1000
吨。2020 年，全镇农业总产值达 3.46
亿元，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 14.5 亿
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9.8亿元。清水
镇还先后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镇、国家级农机标准化示范农场等多

项荣誉称号。
清水镇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主

导，创新发展模式，在大力发展农业产
业的同时，做强品牌建设，助推农业产
业振兴。清水镇秉持绿色生态农业发
展理念，立足地方资源特色，不断加大
农业产业支持力度，积极培育农业发
展新业态，促进全镇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围绕水稻和河蟹两大主导产业，
紧抓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契机，抓
龙头带产业，抓基地育良种，抓改良创
品牌，将“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
益”发展理念植入全镇稻蟹种养产业
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杨成森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清水镇入选
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

本报讯 4 月 20 日，记者从盘锦
市医保部门了解到，《盘锦市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已于 4月 1日正式实施，以
盘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作为
先行试点实施对象。

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
发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今年启动此
项工程，扩大试点范围。盘锦市作为
辽宁省唯一列入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城市，全市参保对象将提前
受益。

长期护理保险是解决失能群体护
理的重大民生工程，已经作为国家战
略加以推进。通过建立互助共济的保
险制度，将大大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照
料的负担，化解失能人员家庭因照护

带来的经济风险。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经医疗机构

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处于失能状态
持续 6 个月以上的，经申请通过失能
等级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在享受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基础上，可
按规定申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参
保人员根据不同的服务类型享受不同的
待遇支付标准。

按照国家要求，盘锦市率先试点
实施，政府投入5000万元资金给予全
力支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试点
基础上，根据失能人员的需求日益完
善，为享受待遇的人员提供更具有针
对性的服务，对失能人员家庭正向积
极改变起到促进作用。

黄世盛 本报记者 刘永安

试点实施长期护理险

4 月 17 日，第四届盘锦中外商品
博览会暨 2021 盘锦消费促进月启动
仪式在辽河会展中心举行。

盘锦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引导内
外贸、产供销、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
促进城市消费，并充分挖掘县乡消费
潜力。同时，利用数字信息新技术创

新营销新模式，引导实体商家利用直
播带货、达人探店等方式吸引线上流
量转化线下客流，鼓励线上线下企业
加强合作，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开发消费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
新型消费潜力。

本报记者 刘永安 摄

中外商品博览会开幕

鹤乡时讯SHIXUN

图说 TUSHUO

记者在一线ZAIYIXIAN

本报讯 农忙时节，盘锦市农业
部门奔赴春耕备耕现场，深入开展农资
市场打假专项行动，保障农资市场秩序
持续向好，农资产品质量稳中有升。

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统筹谋划，加
强协调配合，建立农资打假联席会议
制度，成立农资打假工作领导小组，完
善部门间的联合执法协作工作机制，
推动形成了农资打假的工作合力和执
法检查的震慑力，为全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提供了良好保障。

将打击假劣种子、侵权种子、非法
转基因玉米种子作为工作重点，盘锦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重点检查了各
类农资生产企业、批发市场、各批发零

售门点、农产品生产基地及农村集贸
市场。在以往的执法检查中，盘锦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发现了“套牌”生
产种子、化肥营养成分不足、农药过期
等危害农民利益的情况。针对这些情
况和问题，他们强化农资监管执法，保
障农民利益。

在春耕备耕过程中，盘锦市农业
农村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积极开展
农资监管执法工作，执法人员深入基
层、深入生产一线，检查生产经营主体
400 多家次，严厉打击了化肥成分不
足和农药“套牌”等现象发生，获得群
众赞誉。

赵 艳 本报记者 刘永安

开展农资市场打假专项行动

智能化育苗大棚可有效提高秧苗质量。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刘永安摄

技术人员查看土池育苗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