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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载奋斗结硕果
——吉林省农科院三代人扎根镇赉让盐碱地变成米粮川

城市晚报白城讯 十月的镇赉稻浪
起伏，置身试验田的马巍感慨万千，近三
年的试验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每
公顷产量提升16倍之多，这是三代农科
人三十三载奋斗、敬业的成果。

在白沙滩灌区重点试验站，金黄的
稻田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昔日
的盐碱地变成米粮川，这些都源于科技
的助力。2019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与白城市引嫩入白工程建设管理
局达成协议，开展苏打盐碱地修复，实现
节水增粮、治碱增粮和增地增粮，为白城
市盐碱地开发提供技术支撑和良种保障。

当年，科技人员拿来了82个品种，做
了14个盐碱改良处理，采用良种、良田、
良法配套相应的栽培技术进行改良。

两年的改良，让重度盐碱地变成高
产良田，产量由原来每公顷500公斤提升
到现在每公顷8260公斤。

37岁的博士马巍在镇赉县嘎什根乡
创业村工作，在试验站小楼里只有实验
设备和他长期坚守，为当地农民增收、农
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的翅膀。

从1988年到2021年，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老中青三代科技人员以科技与政府
紧密结合、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专家与
农民紧密结合，在生产中进行科技攻关，
在实践中，让科技创新与技术推广同
步。通过“以稻治涝”“以稻治碱”“以稻
致富”，改变了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通
过科技示范推广，实现了镇赉县水田从
无到有，从低产到高产，从高产到优质的
转变。今年，该县粮食产量实现13连增，
预计产量为95万吨。

1985年以前，是省农业科学院水稻
研究所在镇赉县盐碱地改良的探索阶
段。从1985年到1993年，是改良种稻开
发初期，1988年底，研究所派了4位水稻
专家开展科技试验示范工作，为发展当
地水稻种植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代科技人员李学谌、郭晞明、隋
鹏举和赵国臣主要改良了轻度苏打盐碱
地，通过旱改水，实现“以稻致富”“以稻
治碱”。从1994年到2003年，是改良种
稻品种更新期，从2008年到2012年，是
改良种稻超级稻阶段，针对已改良的中
轻度盐碱地提升产量。赵国臣率领侯立
刚等作为第二代科技人员在老稻田上重

点示范推广“水稻优质、高产、抗病综合
配套栽培技术”，4年共示范推广50万亩，
产量指标由2008年前的平均亩产550公
斤，增至2011年的平均亩产600公斤。
2012年至今，针对已经改良的盐碱地，科
技人员又从提产量向提质攻关。第三代
科技人员侯立刚率领齐春艳、刘亮、马巍
和刘晓亮等青年专家，运用物理改良和
生物改良技术，构建合理水田耕层。提
出“良种+良田+良法”的盐碱地改良新技
术，研制了以火山岩和生物菌为主体的
高效盐碱地改良剂、水稻育苗基质、板式
床土以及盐碱地专用低温发酵菌剂。

通过总结30多年盐碱地改良经验，
科技人员提出了以“深厚耕层+肥沃耕
层+降障除碍”的合理耕层构建技术体
系。2019年，吉粳816在镇赉县试种成
功，次年种植面积近30万亩。今年又试
种了优质食味水稻新品种吉粳830和吉
粳561。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所长周广春牵头水稻科技扶贫工作，连
续3年在嘎什根乡立新村示范推广吉粳
816，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

/高龙安 田宏 报道

提升自救能力
积极防灾减灾
白城市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

白城市今年提前开栓供热
目前供热设备运行良好，居民家中陆续升温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日，白城市气温
明显下降，供热是白城市委、市政府最关
心的一项民生工程，涉及千家万户，关乎
百姓冷暖和社会稳定。为应对极端天
气，保证全市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切
实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10月15日零时，全市将具备开栓条
件的供热区域全部开栓供热，目前供热
设备运行良好，居民家中陆续升温。

据了解，白城市现有供热经营企业
6家，集中供热面积为1918万平方米，
其中热电联产供热经营企业4家，热电
联产供热面积为1764.5万平方米；燃煤
供热经营企业2家，区域锅炉房供热面
积为153.5万平方米。市区共有换热站
119座，供热管网总长度为871.7公里，
其中一次网长度为140.9公里，二次网
长度为738.8公里。

上个采暖期结束以来，全市各供热
经营企业针对上个采暖期暴露出的问
题，及时组织进行排查、梳理，积极开展

设备、设施检修。今年，对市区内老化
的供热管网进行了更新改造，共计改造
69个小区，181栋楼，改造供热管网约
19.5公里，能有效减少管网跑、冒、滴、漏
等现象发生。市供热办等相关部门还
要求各供热经营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保证各类人员持证上岗、操
作规范，确保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实到
位。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实行
回头看，坚决保障采暖期安全供热。

记者还了解到，全市 2021 年至
2022年采暖期预计所需煤炭总量为4.8
万吨。为确保市供暖用煤，白城市住建
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协调煤炭生产企业，
优先供应全市燃煤供热企业用煤，并督
促燃煤供热企业指派专人驻矿蹲点催
交催运，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开通了煤炭
运输绿色通道，保证运输畅通。预计10
月 25日前，全市煤炭储量能达到3万
吨，总用煤量占比达到60%以上，年底
前将全部到位。同时还协调国电吉林

龙华白城热电厂的储备煤炭作为燃煤
供热经营企业应急煤炭，为燃煤供热经
营企业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为加强对各供热经营企业服务质
量和供热质量进行监管，市供热办专门
设立了用户供热质量投诉电话，保证24
小时专人接听，对热用户所反映的问题
及时调度供热经营企业，确保热用户所
反映的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全市
6家供热经营企业均已设置24小时供
热抢修电话，保证热用户报修能及时得
到解决；市供热办还与各供热企业建立
供热质量微信监管群，每天早晚各供热
经营企业向群内发送实时供回水温度、
流量、压力等运行参数，根据实时天气
状况通知各供热经营企业及时调整运
行参数；此外，市住建局还出台了《白城
市供热经营企业综合信用等级评价规
定》，对供热经营企业进行考评，考评不
合格的，坚决清退出白城市供热市场。

/记者 张风 实习生 郭梓钦 报道

农业专家下基层
现场教学强技术

做好秋季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整治
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
打造平安和谐出行环境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进一步宣传全
国第一次自然灾害风险普查重要意义，
激发域内各企业与各机关单位参与防灾
减灾救灾积极性，构建灾害风险适应性
和抗灾力，10月13日，白城市在洮北区明
仁街道日升社区开展了以“构建灾害风
险适应性和抗灾力”为主题的国际减灾
日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由市减灾委、市委宣传部、
市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局等减灾委成员单
位联合开展。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宣讲
解读、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大群众
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营造了全社会关
注防灾减灾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
11000余册，宣传单31000余份，悬挂各类
宣传条幅标语726幅。 /记者 姜宁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更好地发展肉牛
产业，合理开发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助力
村民增收致富，前不久，洮南市聚宝乡举
办了吉林省院士专家基层行活动暨聚宝
乡肉牛产业发展座谈会，吉林省千万头肉
牛工程专家委员会成员、吉林农业大学博
士生导师、教授杨连玉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进行了技术交流，杨连玉对
与会人员进行了肉牛繁育、养殖技术培
训，从肉牛养殖前景、肉牛养殖常见问题、
饲养管理技术、饲料加工调制技术、繁育
及调控技术、肉牛常见病防治技术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养殖户互加
微信，随时解答疑难问题。养殖大户还与
杨连玉探讨交流了养殖经验，对养殖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请教。

/李磊 杨立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做好秋季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整治，打造平安和谐出行环
境，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采取有力措施做
好秋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他
们深入分析研判当前平安镇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制
定下发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工作方
案，并就如何做好秋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进行部署。

提高认识，夯实责任。切实增强做好
秋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
任感，各村要夯实职责，把道路交通安全集
中整治工作抓细、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加强整治，排查隐患。对辖区内道路
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
及时整改，对危险路段和存在隐患的路段
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从源头上预防交通事
故发生。

严格监管，文明出行。各村在重点
路段派人轮班值守，积极联合派出所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查处工作，各村道
路安全劝导员要加大交通安全劝导纠违
力度，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超员超速、无
证驾驶、农用车载人、三轮车接送学生等
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宣传，做好引导。利用农村大喇
叭、村屯微信联络群、发放宣传单等多种
形式，向群众普及道路交通安全常识，用
典型事故案例教育群众遵守道路交通法
律法规，提高安全意识，形成人人参与、群
防群治的道路交通安全良好氛围。

/王冲 报道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揭牌
城市晚报白城讯 10月14日，白城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揭牌仪式
在白城中心医院举行。

据了解，白城中心医院是一所历史悠
久、综合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三级综合
医院，秉持“厚德、精医、协作、守信”的院
训精神，植根白城大地，造福人民健康，为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卫生健康事业进步
作出了巨大贡献。白城医高专建校63年
来，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医学教育体
系，具备了本科医学高校的办学条件和办

学实力。站在“十四五”新的历史起点，学
校扎实推进申建白城医学院、创建全国文
明校园、扩建医教大学城、共建若干大学
附属医院等四大战略工程，是学校发展历
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要事。

将白城中心医院作为学校第一附属
医院建设，是市委、市政府支持学校长远
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是学校未来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白城中心医院重塑
历史荣光的必要之举。白城中心医院挂
牌成为“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

医院”，将进一步深入推进校院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据悉，多年来，院校双方在教师进修
培训、学生顶岗实习、课间见习以及临床
教学等多领域、多层次开展了深度合作。
他们将以这次揭牌仪式为起点和契机，在
科研合作、学科建设、人才互通等方面，共
同努力将白城医高专打造成为区域内综
合实力最强、资源配置最优、辐射面积最
广的医药卫生人才培养高地。

/王立新 陈宝林 报道

洮南市万宝镇专职消防队

扎实开展体能技能训练提升战斗力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进一步提升洮

南市万宝镇专职消防队的技能技巧和
战斗力，做好秋季防火工作，日前，他们
邀请洮南市消防救援大队专职消防员
进行体能训练和技术指导工作。

他们严格按照洮南市消防救援大
队的体、技能考核标准进行训练，为确
保训练工作安全稳定，训练前都开展热

身活动，防止在训练中出现扭伤、拉伤
等情况。结合实际情况先后开展了
3000米长跑、俯卧撑、跳高、跳远、单杠
引体向上、救援技能等训练科目。全体
队员以严谨的作风、端正的思想，饱满
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训练中，充
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形成了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训练氛围。

洮南市万宝镇专职消防队成立于
2017年2月，现有专职消防队员8名，负责
协助洮南市消防救援大队做好洮南市北
部万宝镇等6个乡镇的消防救援工作，累
计完成消防救援任务340余场次。通过
训练，增强了团队意识和拼搏精神，提升
了队伍的战斗力，为圆满完成消防救援
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玉双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