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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受台风“格美”
外围水汽和减弱低压北上的影响，7月27日夜
间-31日，我省迎来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落
区高度重合影响，部分地势低洼农田发生渍
涝灾害风险加大，局部地区可能发生作物倒
伏，全省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当前粮食生
产形势总体正常，具备丰收基础。针对汛期天
气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偏多等情
况，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强化责任落实、排
查安全隐患、加强粮情监测等措施，全力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加强防汛指挥调度。启动实施农业生产

受灾情况即时报送机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提
高紧急信息内部审批效率，本着“边批边报”

“边核边报”原则，及时摸清受灾底数、掌握受
灾程度，为开展灾后恢复生产提供科学依
据。

下发技术指导意见。针对今年局地强降
雨、风雹、持续低温寡照等异常天气，省农业农
村厅先后下发《当前阶段吉林省主要农作物田
间生产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吉林省主要农作
物减灾增产中期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关
于做好应对近期持续降雨和低温寡照天气田
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3个技术指导意
见，指导基层抓好田间管理和减灾措施落实。

抓好汛期田间管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田间管理上来，立足作物长

势，结合近期雨情、墒情，重点抓好增施肥促早
熟等田间管理措施落实，保障作物正常生长。
确保汛期不过，沟渠清理整治不停。组织各地
持续排查“路边沟”“田边沟”“村边沟”淤堵情
况，及时清淤疏浚、排障固堤；采取修筑围堰、
挖掘临时排水沟等措施，做好农田渍涝防范，
最大限度发挥排涝设施作用。

筑牢防灾减灾防线。联合气象、水利、应
急等部门，强化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针对可
能发生的灾害，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做好防
灾减灾准备。农业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全面排
查、掌握水情。组织农民对内涝农田进行清沟
沥水，及早打通堵点、断点，排除田间积水，防
止农作物重复受涝和发生次生病虫害。对积
水严重地块，及时调动挖掘机进行疏通，必要

时可协调发电机、排水泵等设备，进行机械强
排，尽快排除田间积水。

强化病虫害监测防控。按照防汛预案，持
续开展专家组分片包保技术指导服务。对因
渍涝过水而脱肥的作物，引导农户喷施叶面肥
和生长调节剂，追施速效氮肥，促进作物尽快
恢复生长。开展大斑病、灰斑病、稻瘟病、稻曲
病等病虫害为重点的调查监测工作，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提早开展防治工作。

落实技术指导服务。省农业农村厅9个
指导组持续与各市（州）保持紧密联系，在农业
生产关键时期，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工作，
及时发现并推动有关问题和困难解决。同时，
各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服
务，为全年粮食丰收提供服务保障。

抓好防灾减灾 夺取粮食丰收
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扎实做好汛期田间管理工作

受台风“格美”外围水汽影响，7月27日，我
省再次出现持续性大范围暴雨天气。本次降水
与前期两次降水过程无缝衔接，主降水落区高
度重叠，持续性降水使得各地土壤含水量过于
饱和，水库河道迅速上涨，各地水情、汛期刻不
容缓。我省气象部门上下联动，加密观测、超前
预判、精细服务，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
线。

三提三早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堤坝坚不可摧

船之所向，行之在舵。27 日早会商后，省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世恩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
气象保障服务专题部署会上再动员、再部署、再
安排：“现在是进入全省主汛期最关键时期，7
月下旬以来持续出现叠加降水，为做好后期范
围更大、降水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降水的气象保
障服务，全员务必在岗、在线，立即进入应急临
战工作状态，确保今年汛期气象服务万无一
失。”

省局党组全力调度，提前准备、提级预警、
提档响应，做好防汛“参谋官”。强化气象信息
报告制度，《25－26 日我省还将出现强降雨天
气 注意防范暴雨洪涝等灾害》《台风“格美”将
继续北上 即将给我省带来大风和持续性强降
雨》《松辽流域气象报告》等重要天气报告相继
送达相关部门，为相关部门提供防汛防台风保
障措施的重要依据。27日起，针对台风动态，
滚动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服务，一篇篇气象信息
及时报送各地方党委政府，以电话、微信群、智
能语音等方式为各部门、各县区、各乡镇防汛决
策提供技术支撑。仅27日、28日，全省各级气
象部门共发布气象预警信息182条，累计启动
临灾预警叫应服务 53 轮次，叫应服务对象超
1000人次。

全局拉响预警前哨，早监测、早报告、早预
警，扭住“关键”不放松。预警发布过程中首次
应用预警闪信技术，通过手机霸屏强制提醒方
式第一时间向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各地防
汛责任人发送预警信息 4 次，覆盖人群 552 人
次。28日20时起，风云四号B星对松辽流域开
展加密观测，加强卫星产品在汛期预报服务中
的应用。

台风什么时候到？怎样的路径？对吉林造
成的风雨影响有多大？面对公众当前最关注的
问题，27日召开专题发布会，专家现场对台风

影响、松辽水情及未来天气趋势进行发布。瞬
时间，打开手机，“预计31日白天‘格美’将到达
吉林”的消息通过各大融媒平台迅速发布。

部门联动
松辽流域气象中心为科学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预报为先导、预警为号令，省防指27日14
时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28
日16时对鸭绿江流域启动省防汛台风应急响
应。

面对强降水天气，全省气象部门上下联动，
相关单位横向协同，共同守护城市安全生命
线。省局25日开始关注台风“格美”对鸭绿江
流域影响，提前发布决策信息做出精细化预报，
建立鸭绿江抗洪抢险气象服务专班，省市县三
级联动每半小时向同级防指和省防指前端指挥
部报送实时雨情及短临预报服务信息。松辽流
域气象中心组织二、三级子流域气象联防牵头
单位加强协作配合，四级以下中小流域做好上
下游左右岸联防。

“目前回波位于辽宁中东部伴随20－40毫
米短降，回波快速向东北移动，未来将影响辽
源，通化，白山，吉林，与前期降水区域有一定的
重复，请上述地区及时发布或升级相关预警。”
作为本次主降水落区，辽源局强化部署联动，业
务管理、预报员全员上岗，做好预报的订正和滚
动服务。临江局针对重点灾害防范区逐2小时
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3小时降水预报。集安
局在停电中启用发电机在暗夜里坚守岗位做好
气象服务。吉林市气象局28日启动暴雨Ⅰ级
应急响应。“延吉天气雷达13点42分开始报俯
仰电源故障，正在组织抢修。”探测中心为确保
各级台站确保装备设施正常运行派出技术人员
携带备件赴延吉雷达站驻站值守。省气象服务
中心派出驻场预报员对电力、铁路进行驻场预
报指导，协助行业进行调度。松辽流域气象中
心围绕第二松花江2024年第1号洪水及鸭绿江
流域洪水及时发布水情气象报告，与水利、应急
等部门联合会商。主降水落区相关景区暂停开
放，省内铁路、公路、机场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
对各交通设施实行管制。

28日下午，“格美”已停编，但是残余云团
与环流依旧北上。暴雨橙色预警仍然在持续
中，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全省气象部门防汛弦依
旧紧绷，吉林气象人静待雨后彩虹！

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省气象部门应对持续强降水纪实

刘洋 王灵玲 郭维 张欣彤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日前，在
长春新牧科技有限公司国家肉牛核心育
种场，18头通过胚胎移植技术生产出来的
犊牛体型外貌、种用性能优秀。这是我省
首次通过胚胎移植技术扩繁加系西门塔
尔核心群，标志着我省肉牛种群扩繁技术
体系正式走出实验室，开始迈进产业化应
用，推动我省肉牛种质资源在开发和利用
上实现新突破，进一步夯实了我省肉牛种
源优势地位。

据了解，母牛在自然繁殖状态下，一
般一年可产一头犊牛，但是通过优秀母牛
超数排卵处理，经优秀公牛冻精体内或体
外受精，一头母牛可以一年获取十几或者
几十枚具有高产潜力的胚胎。这些胚胎
通过“借腹怀胎”可以生出更多优秀的“试
管牛”，从而实现迅速扩大优良种群。

目前，在省畜牧局的大力支持下，长
春新牧依托吉林农业大学肉牛种质资源
创新与繁殖调控团队及国内相关研发队
伍，组建了包括国家级人才等近10人的肉
牛胚胎移植技术开发与应用型团队。团
队于今年4月成功获批吉林省肉牛种质资
源保护和利用重点实验室，集成基因组选
择、超数排卵、程序化冷冻、胚胎移植等技
术实现了种质资源高效生产，研究成果由
实验室转向“实战”。

18头犊牛的诞生，不仅意味着我省有
了自己的肉牛胚胎移植技术开发与应用
团队，还以我省为核心辐射带动全国优良
种牛扩繁提速，团队相继在宁夏开展纯种
和牛核心群扩繁，在安徽开展延边牛体细
胞克隆胚胎移植等，将对我国肉牛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我省首次利用胚胎移植技术
助力优质肉牛扩群获得成功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长白县宝泉山镇八盘道村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方考

察，引进红菇娘项目，今年试种植面积两亩，预计纯收入2万元。图为驻村工作

队队员查看红菇娘长势。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