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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载风霜磨砺，见证了现代农业发

展的变迁；二十余载奋楫笃行，展示了农业科

技带来的巨大变化；二十余载春华秋实，分享

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一年一度的“农博季”，八方宾客共赴美

丽春城，忙推介、谈合作、话发展。在吉林加

快建设农业强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争

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进程中，第二十三届

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完美

谢幕。历时10天的精彩会展，长春农博会吸

引了国内外1300多名采购商、1500多家参展

商云集展会，观展人数达86.5万人次，全网阅

读量9.2亿，累计达成签约总额约140亿元。

从推进“四良一智”到培育农业新质生产

力，从展示农业技术到集成推广应用，从优化

全产业链到构建智慧园区……长春农博会这

个专注“三农”领域的专业展会，与时俱进，采

取“线上＋线下”展览模式，搭建起引资引智

引技、品牌推介、贸易洽谈、产销对接及交流

合作的新平台，构筑起农业合作领域新高地。

“吉字号”提档升级

打响全国大市场

长春农博会是农民的节日，也是展示国

内外特别是吉林农产品的重要舞台。

四川的香辣火锅底料、海南的椰子鸡、

广西的“黄金果”百香果、软糯香甜的吉林

玉米、精深加工人参食品、营养丰富的杂粮

杂豆……走进长春农博园1号馆国内精品农

业展厅，琳琅满目的农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全

国20余个省区市近400家知名企业带来千余

种拳头产品，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及经销商前

来洽谈品尝。

“这次我来主要是买人参，拿来送朋友泡

酒喝。本来不会鉴别，通过扫描每个参上面

的‘一参一码’，了解其产地、价格、鉴定机构、

农残情况等信息，让我们消费者可以放心购

买了。”四川客商罗正友说。

木耳脆片、木耳冰淇淋、人参饮料、灵芝

咖啡……在这里一个个展位背后，都是一批

批高科技农业成果的缩影，每一项技术都代

表着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引领着生态农业

与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方向。

盆栽百合花、西红柿、梨、苹果、枇杷、咸

鸭蛋等由杂粮精深加工而成，造型逼真，赚足

了游客眼球。

“产品选用的是吉林优质小冰麦和黄金

带玉米，品质和营养价值很高。这束百合就

是我们用吉林的玉米精心制作的，里面的馅

儿来自伊通的百合花。”北京参展商李伟对记

者说。通过农博会，他们和长春、白城、伊通

等特色农产品原料种植基地进行了沟通合

作。

为了更好推介“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省

农业农村厅突破往届只展示省内优质特色农

产品的做法，首次邀请全国各省区市优质企

业参展，现场各类产品达成交易额约4.5亿

元，线上累计销售额约2.2亿元。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益。展会期

间，“全国百户企业进吉林”活动吸引来自全

国的132家采购企业与省内的109家供应商

前来参加，达成产销对接和招商引资项目共

24个，活动签约额近95亿元。供销特色农产

品展销推介，累计实现销售总额1472.2万

元，意向性签约金额14.2亿元。“吉品入湾”

签约活动将我省肉牛等农产品成功推向大湾

区，签约金额10亿元。

随着一笔笔订单的签约，一批批优质吉

林农产品正在通过长春农博会走向全国、全

世界，擦亮了“吉字号”金色招牌。

“黑科技”火爆刷屏

向数字化智能化迈进

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把握“三农”发展新

形势、新任务，不断创新展览形式、充实展览

内容，是长春农博会常办常新的秘诀。

从“观测”到“实践”再到“决策”，数字技

术正逐步取代农民的眼、鼻、手、脑，深刻改变

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本届农博会，围绕“四

良一智”融合发展，精心规划了粮食作物高产

品种展示田、数字农业、设施农业展区。一个

个新品种、新装备，一项项新技术、新模式，引

领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这款无人机先进之处在于人坐在办公室

电脑前就可以同时远程操控上百架无人机，现

场不需要人员驻守，无人机可定时定点自动执

行任务，作业半径可达到10公里。”长春净月高

新区低空经济示范区相关负责人说。

“黑科技”刷屏，“国际范儿”十足。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展示的智

慧农业服务平台、长春光机所带来的高经济

价值作物智能采摘机器人和光谱遥感技术、

吉林农业大学研发的模仿人类嗅觉气体传感

器、吉林大学研制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来

自国内的千余款高精尖农业科技一亮相，就

吸引住众人的目光。

推动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吉农云”

“数据要素+”“吉农御空”等数字化平台工具在

展会上逐一展示，通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等手段，构建起标准化生产、农产品溯源、

农技服务、智慧会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智能化管理服务体系，实现“农业+

数字+智慧”的融合创新。

可剥壳的花生摘果机、4Rs系列人参收

获机、火焰除草杀虫灭菌一体机……占地

3.6万平方米的农业机械装备展示区，设置

数字智能农机、特色产业装备、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长春模式”三个板块，重点展出了国内

外260多家大型农机厂商及经销商参展的约

2100台（套）先进智能农业机械装备，10天销

售额达1.5亿元。以“科”字为引领，良种良

法相结合，高产增收有良方。在良种展示上，

集中呈现了玉米、水稻、大豆等农作物新品种

160多个，优良畜禽品种200余个，农资产品

现场销售额约1.8亿元。良技方面，大田种

植示范地块综合运用水肥一体化、高产密植

等技术，示范了16个玉米品种，每公顷产量

可达3万斤。

打通产销对接渠道

搭建经贸合作桥梁

规模逐年扩大、内涵日益丰富、影响力

与日俱增……从2000年到2024年，从第一

届到第二十三届，作为我省“金字招牌”的长

春农博会，实现了从水泥地到黑土地、由夏

季举办到冬夏联动、由政府临时抽调办展到

成立常设机构的转变，实现了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新成果、新设施、新模式的迭代创

新，为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新能

源、培育新动能。 （下转第四版）

拓乡“土”创“特”色 聚“产”业
——第二十三届长春农博会综述

本报记者 闫虹瑾

本报8月25日讯（记者徐慕旗）今

天，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吉

林省航天信息产业园举行“吉林一号”

宽幅 02B01-06 共 6颗卫星的出征仪

式。“吉林一号”宽幅02B系列卫星在设

计制造阶段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

其有效载荷为离轴四反光学相机，是

目前国际上最轻的超大幅宽亚米级光

学遥感卫星。

“吉林一号”宽幅02B01-06星是由

长光卫星出资自研的最新一代覆盖型

卫星，是我国首次小批量研制的超大

幅宽、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该系

列卫星可为用户提供150千米幅宽、

0.5米分辨率的高清卫星影像产品，具

备可批产、大幅宽、高分辨、高速数传、

低成本的特点。

此次出征的6颗卫星将于近期在中

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发射成功后，

将进一步加速“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组

网进程，极大提升长光卫星高分辨遥感

信息获取能力，可为国土资源普查、智慧

城市建设、农林业开发等领域提供更丰

富的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

“吉林一号”宽幅02B系列卫星正式出征
系目前国际上最轻的超大幅宽亚米级光学遥感卫星

“碱地白花花，一年种一茬，小苗没几棵，

秋后不收啥。”盛夏，走进中国大安盐碱地博

物馆，一幅巨大的航拍图片，将昔日斑驳的盐

碱地景象展现在参观者眼前。

盐碱地不是无用之地，而是重要的后备

土地资源，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国家战略，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前景广阔。

向盐碱地要效益，关键在于转变思路、敢

想敢试，因地制宜、勇于创新，以科技赋能盐

碱地。如今“沉睡的资源”已经被“唤醒”，盐

碱地的“绿色逆袭”正在上演。

智慧农业，让年轻人扎根盐碱地

走进位于大安市海坨乡的中科佰澳格霖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水稻基地，盐碱地改良后

的稻田成方连片，处于分蘖期的水稻绽放出

勃勃生机。

职工平均年龄29岁，企业是如何吸引年

轻人扎根农业，投入到盐碱地综合治理中来

的呢？

在企业现代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通过操作智能平台就能实现农田管理。

打开精农云系统，大屏幕上显示着不同

品种的水稻特点、不同阶段的管理事项、不同

时期的病害症状等信息。

“传统农业更依赖经验，我们只需要参考系

统提供的数据，按照提示做就行。”公司负责人

孟宪东说。

看着大屏幕中水渠的实时画面，工作人

员通过操作蓝鲸云智能灌溉系统，即可调控

整个基地的灌溉闸门，减少了人力成本和水

资源的浪费。

巡检无人机、植保无人机、多光谱无人

机，无人拖拉机、无人插秧机、无人收割机，复

合玻璃纤维智能灌溉系统，科技手段的应用，

让年轻人通过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在办公

室即可把一些基础的农事工作完成。

“在智慧农业的助力下，管理的精准度、公

司的效益提高了，年轻人的收入也随之增加，投

身农业的价值感、成就感也会凸显。”孟宪东说。

让人欣慰的是，盐碱地上的青春力量不

止于此。吉林农业大学将大安农业智能装备

科技小院也建在这里。

“我们跟踪农机作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研究如何改进和完善这些设备，现已研发出3

台以上智能装备，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吉林农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教师孟宪章说。

科技小院运行两年来，已经有12名研究

生在这里扎根实践，在盐碱地上书写了青春

奋斗之歌。

科技创新，让盐碱地一年变良田

2022年吉林硅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在大安市承担了3万亩重度盐碱地土壤治

理项目，公司通过有机硅功能肥治理重度盐

碱土壤，水稻亩产量达到558.85公斤，实现

了一年变良田的目标。

走进企业展厅，陈列着20余种有机硅肥

料的样本。工作人员赵娟指着有机硅治理盐

碱土壤功能肥介绍，肥料无毒无害、无任何污

染，能够降低土壤pH值，有效治理土壤板结。

在企业测试中心，赵娟将0.2克有机硅功

能肥倒入水瓶中摇晃，使其迅速溶解。随后，又

将40克盐碱土壤装入瓶中再次摇晃溶解。

与另外一个装有普通肥料和盐碱土壤的

水瓶相比较，可以看到有机硅功能肥沉淀的

速度非常快，并在瓶底形成团粒体。

“盐碱土壤易板结，植物扎不下根。这

种团粒体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为水稻等农

作物的根系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赵娟将两个塑料瓶倒置，可以看到使用有机

硅功能肥的盐碱土壤没有出现板结现象，而

使用普通肥料的盐碱土壤则在瓶底呈现板

结状。 （下转第四版）

从“ 白 花 花 ”到“ 绿 油 油 ”
——走进大安看盐碱地综合利用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金秋开学季，学前教育阶段的

萌娃们陆续开启了“入学模式”。珲

春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孙红梅每天清

晨都站在校门口，笑意盈盈地迎接

孩子们的到来。

最近，孙红梅心中惦记着一件

大事，那就是学前教育法的审议出

台。

“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二

次审议了学前教育法草案，二审稿

里，就有咱吉林的‘声音’。”孙红梅

兴奋地告诉记者。

开门立法，从倾听基层声音开始。

2023年9月，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要求，珲春基层立法联

系点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

育法（草案）》征集意见座谈会。作

为基层人大代表，孙红梅受邀参加。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立法意见

征询会，不但加深了我对学前教育

的理解，更让我对‘人民当家作主’

有了切身感悟。”孙红梅说。

“当天与会的还有教育局的工作

人员、幼师代表、家长代表、社区网格

员等，每个人代表不同群体，个个都是

‘有备而来’。大家热烈讨论、畅所欲

言，充分表达诉求。”

对这次立法意见征询会印象深

刻的，还有珲春市人大法制委副主

任李春国。“当天收集到意见建议

20余条，经过认真汇总、整理，归纳

形成7条建议，直接报送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

基层立法联系点，是百姓心声

走进国家立法机关的“直通车”，是

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的“最前线”。

自2022年7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确定为基层立法联系

点以来，珲春市人大常委会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谋划和推

动联系点工作，为“直通车”做好“架线铺轨”工作。

“直通车”建好后，如何运行好更是关键。

“从多维度倾听群众声音开始。”李春国介绍说，珲春市人

大常委会细化联系网络，在人大代表家（站）、政府职能部门、

司法机关、企业设立30个立法联络站、20个信息采集站、40个

意见征询站和15个意见咨询单位，建立了包括1个办公室、3

个工作站、1个咨询团队在内的“1+3+1”立法联系网络体系，

拓宽了信息收集渠道和覆盖面，增强了立法意见建议的广泛

性、代表性和专业性。

此外，作为我省唯一“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珲春市人大

常委会不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联系，实行组织联建、活动联办，

人才共用、信息共享，把征集意见的层面扩大到省内其他地区，

探索形成了“国门边境话民主”“金达莱下聊民生”“百姓炕头唠

法治”“虎豹之乡议生态”等收集社情民意的特色经验和做法。

每次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任务书”，珲春市人

大常委会就把“直通车”开进基层一线，广泛征求意见，汇聚民

声民智。截至目前，珲春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完成13部国家级

法律法规草案意见征集工作，征集意见339条。其中，89条

“原汁原味”民声搭上“直通车”，一站直达北京，38条被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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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欣欣）近年来，松原市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加强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建设，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

和技术指导，让众多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成功走出乡村，迈向

更广阔的市场。

松原是农业大市，特色农产品丰富多样。为进一步推动

全市农产品特色产业发展，各县（市、区）政府积极行动，为当

地企业和合作社搭建了高效的网络销售平台，并积极引导农

民通过电商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在扶余市永平乡九连山村，祥包福黏豆包厂通过电商平

台的宣传推广迅速走红。车间内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直播间

里“00后”大学生主播与网友的互动，共同绘制出一幅繁忙而

充满活力的画面。他们的豆包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还

接到了海外订单。

随着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松原市各类农产品的品牌知

名度也在不断扩大。各地深入挖掘本地特色，打造出了一批

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这些品牌借助电

商平台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和信赖。

电商发展让农民找到了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的有效方

法。乾安县水字镇果字村党支部书记蔡德秋一直致力于电商

培训和市场研究，在他的带领下，该村在电商平台上代售的农

副产品数量突破8000件，目前总销售额已达80万元以上。长

岭县八十八乡十九号村的姜雨，通过电商平台将自己承包的

蔬菜大棚园区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收入实现翻番。

农村电商助力松原特色产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敦化市大力加强新农村建设，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特色村镇，助推乡村振兴。图为山水交相辉映下的腰甸村民居。 李广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