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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维护好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平衡，今年以
来，蛟河市林业局多措并
举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
工作，进一步强化野生动
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范
野生动植物经营利用管
理，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违
法行为。

他们组织各林场、苗
圃开展野生动物及其栖息
地保护行动，严厉打击非
法猎杀、猎捕、收购、销售、
经营利用、运输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加
强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野外巡查巡护和保护管
理。组织各林场（苗圃）、
乡镇街综合服务中心（林
业站）开展清山清网清套
和巡查巡护工作，划定野
生动物保护管理责任区，
落实保护管理责任人，实
行“网格化”管理，实现巡
查全覆盖。全面开展地毯
式排查行动，清理、收缴违
法布置的猎套、猎夹、鸟网
等猎捕野生动物工具，为
东北虎等野生动物提供安
全的野外生存环境。

组织开展疫源疫病监
测防控工作。划定保护
管理责任区，落实保护管
理责任人，实行“网格化”
管理，实现巡查全覆盖。
工作人员在监测巡护过
程中，一旦发现陆生野生
动物病倒、病死等异常情
况，不得擅自处理，需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第一时

间封锁现场，报告当地乡
镇街人民政府、林业局、
畜牧管理部门，由相关部
门组织专业人员按照《陆
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技术规范》等有关规定
进行现场调查、取样，报
送具备相关资质的实验
室检测。根据专业检测
结果，按照相关规定开展
下一步工作。

积极开展“爱鸟周”
宣传活动。通过设置宣
传展板、悬挂宣传条幅、
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等
形式，提高全民保护野生
动物意识。组织各场圃
在村屯主要入山路口等
显要位置悬挂宣传条幅、
宣传标语，多渠道向广大
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野
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倡
导群众拒绝食用野生动
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制
品，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和
积极检举各类乱捕滥猎
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积极开展野生动物救
助工作。目前接到保护
野生动物爱心人士、110
指挥中心、市区派出所、
群众来电 7次，开展野生
动物救助 7次，为受伤的
野生动物上药、包扎、细
心喂养，待其恢复野外生
存能力后，将其放回大自
然；对无须救助的野生动
物将其放回大自然。

吉林日报记者 陈沫

朝天椒辉映火红日子

双辽市卧虎镇前六家子村
“领头雁”带领村民拓富增收

赋能农业大丰收
——我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走笔

“你瞅瞅，这朝天椒
多带劲，现在价格10.5元
每斤，还能涨。按当下这
行情，一公顷收入也是玉
米的好几倍！”11月 16日
上午10时，在双辽市卧虎
镇前六家子村的大润吉
秋种植专业合作社内，村
党支部书记王艳秋顺手
拿起地上一棵满是朝天
椒的辣椒秧，向前来调研
的镇长孙志成兴奋地介
绍着。

温暖的屋子里，10多
名本村妇女有说有笑忙
着摘辣椒，此时，冬日的
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朝
天椒上，瞬间映红了村民
们的笑脸。

家门口“红火”的朝
天椒路子，是“领头雁”王
艳秋带领村民敢闯敢试

“蹚”出来的。
今年，前六家子村因

地 制 宜 发 展 朝 天 椒 种
植。“百姓只有赚到钱，才
能跟着你干。”王艳秋深
知这个道理。为了得到
大家信任，她自掏腰包带
着村里人到长岭、前郭等
地考察，还拿出自家 2公
顷地做试验田，成立了由
村党总支部领办的“大润
吉秋种植专业合作社”，
承担了建设 35栋大棚的
全部费用。

紧接着，村里自行培
育椒苗和种植成椒，1400

万株椒苗如期栽进孕育
希望的土地……

“从春天育苗就开始
在这干活，一天能挣 100
多元钱，还能就近照顾家
人，上哪找这好事儿啊！”
51 岁的村民张素华说起
自己的“工作”，笑容不自
觉地爬上了脸颊。

听着村民畅谈，王艳
秋也盘算起来。“今年全
村 40公顷朝天椒产量大
概33万斤，村集体至少增
收50万元，120户农户能
增收 180多万元，除此之
外，还带动就业30多人。”

依 托 小 辣 椒 ，激 活
“大产业”。推开村民陈
静家的院门，几“垛”摆放
整齐的朝天椒红彤彤格
外显眼，见大家到来，陈
静忙迎了出来。“现在辣
椒行情不错，不过王书记
说价格还能涨，我们听书
记的，她说卖我们就卖。”
说着看向王艳秋，眼里满
是信任。

“合作社今后将继续
扩大朝天椒种植面积，把
朝天椒打造成拓富增收
的大产业，先让前六家子
村百姓的日子红火起来，
再辐射带动其他乡镇村
屯……”聊起自己的“火
辣事业”，王艳秋笃定地
望向远方。

吉林日报记者 隋二
龙 侯春强

蛟河着力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作为产粮大省，近年来，我省
不断发展和壮大“农”字号工业，着
力打造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食品
工业集群，赋能农业大丰收，实现
了农业供给能力明显提升、农业发
展方式的转变、农业要素保障日益
增强，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现代化
路径，逐步带动我省农产品加工业
做大做强。

以龙头企业为“开路先锋”
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

全省各地围绕转型数字化、服
务智能化、社会共享化、产业高级
化发展趋势，深入推进农产品及其
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万亿级产业。

素有“中国玉米之乡”美誉的
公主岭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交
通、资源产业优势，以农产品精深
加工为抓手，积极壮大农业优势特
色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
玉米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近
日，年处理65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
投产。在华贸生物技术（吉林）有
限公司，平平无奇的玉米实现“华
丽转身”，衍生出一棵巨大的“产业
树”。该公司是以玉米为原料的大
型现代化深加工企业，是国家和我
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注册
资本2亿元，现有职工500余人，预
计年销售收入16亿元。

在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厂
区内，不时有装满玉米的大货车进
院。一粒粒金灿灿的玉米通过传
送带来到加工车间，经过净化、浸
泡、湿磨、干燥等多道工序后，变身
食用玉米淀粉、玉米蛋白饲料、喷
浆玉米皮、淀粉糖浆……从初级加
工到深度加工，玉米“物尽其用”，
串起一条深加工的“黄金产业链”。

“我们是今年10月26日开始投
入生产的，一条生产线每天可破碎
原料玉米1000吨左右。玉米在这
里从初级加工到深度加工，利用率
达98%以上，生产链条更加科学、
绿色。”华贸生物技术（吉林）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优表示，公司拥有
进口先进生产设备2600余台（套），
年消耗玉米原料65万吨。其中，年
产食用玉米淀粉40万吨、玉米蛋白
粉3万吨、喷浆玉米皮7万吨、玉米
胚芽4万吨和淀粉糖浆8万吨。

在生产车间里，一台台加工器
械发出的轰鸣声交织成蓬勃发展
的变奏曲，一条条生产线开足马力
生产，工人们通过自动化生产线，

对玉米淀粉进行最后的包装。车
间外，叉车来回穿梭，将一袋袋“刚
出锅”的玉米淀粉装车发运。

谋定而动方能笃行致远。华
贸生物技术（吉林）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赵优表示，未来将围绕玉米产
业强链、补链、增链，对现有生产装
置进行改善，逐渐加大产品研发力
度，实现降本增效、节能减碳。在
2024—2025年，计划新增玉米淀
粉类升级项目，增强产品市场竞争
力，促进产业升级。同时，促进地
方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拉
动地方经济发挥积极作用。

“强链”聚业
做活精深加工大文章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下
沉、向园区集中，在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主产区统筹布局建设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作为省级农产品加
工示范园区，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
做活“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
肉尾”大文章，成为“连农带农”的
样板。

进入冬季，我省各地农产品加
工企业也迎来生产旺季，农产品与
精深加工深度交融，迸发出蓬勃活
力。

泡豆、磨浆、煮浆、包装……近
日，位于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的吉
林省烧锅豆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里飘出阵阵豆香，又一批豆制品
即将制作完成，运往各地市场。“我
们选用的优质大豆，基本都产自当
地。通过精深加工后，生产出优质
的农产品。”吉林省烧锅豆制品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窦玉国对记者说，
企业每年生产豆制品1.5万吨、豆
芽5000吨、淀粉类产品1000吨，很
多产品成了市场上的“爆款”。

一批像吉林省烧锅豆制品有
限公司这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在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快速成
长。这些企业紧紧围绕粮食加工、
畜禽加工、果蔬加工三大特色产
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通过农产品精深加工，为区域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目前，长春
农安经济开发区农产品加工业年
产值突破30亿元，拥有农产品加工
企业50余家。

以骨干企业为龙头，将各产业
间的融合作为重点，精心打造产业
集群。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瞄准

农业产业图谱，强化项目招引，推
行“靶向式”招商，精准招引一批建
链、补链、强链、扩链项目，引进落
位了青岛康大、柳桥羽毛、河南众
品等项目，通过积极引进配套产
业，带动肉鸡、生猪、白鹅、鸭、兔等
屠宰加工下游产品的深度开发，不
断拉长拓宽特色产业链条。

锚定万亿级产业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一头连着农业
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和市民，对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就业增收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意义
重大。

通榆县以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促转型
升级。目前，该县有国家级龙头企
业3家，省级龙头企业8家，市级龙
头企业15家，县级龙头企业13家。
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3家。2022
年，全县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
到3户，产值4.96亿元。2023年，杂
粮杂豆面积74.96万亩，辣椒面积
10.2万亩（其中大田5.4万亩、庭院
4.8万亩）。全县从事杂粮杂豆加
工生产的企业有15家，其中省级龙
头企业有4家，市级龙头企业5家，
县级龙头企业6家。2022年，15家
从事杂粮杂豆生产的企业总资产
为13.67亿元，产值12亿元，销售收
入7亿元。吉林通榆经济开发区晋
升为2023年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
园区。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
兴旺是重点，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
产业是关键。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促进全省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
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未
来两年，我省将围绕提升农业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做好延链、补链、壮
链工作，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
到2025年，培育打造一批自主创新
能力强、加工水平高、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企业，大
幅度提高粮食、畜禽和特产品精深
加工比重，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发展中的作
用更加突出。利用5—10年时间，
推动我省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和食
品产业产值接近万亿级规模，加快
推动我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
越。 吉林日报记者 王春胜

吉林省烧锅豆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吉林日报记者 王春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