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示范推广成效显著

关于对吉林省抚松县松江河镇

天池佳苑小区52位住户

变更产权登记的公示

根据抚松县信访工作联席

抚信联字【2024】4号文件，将以

下住户原房屋产权登记相关原

件收回，并按现住户重新登记。

现将有关人员情况予以公示（见

附表），以接受群众的监督。

本公示期 30天（自 8月 3日

至 9月 2日）。公示期内如发现

与公示内容不符现象，请予以举

报。

举报电话：0439-6686777
联系地址：抚松县天池圣景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34504
注：举报人必须留真实姓

名，单位负责保密。

抚松县天池圣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日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原房主原房主原房主原房主 现住户现住户现住户现住户 原房址原房址原房址原房址 回迁房址回迁房址回迁房址回迁房址

1 王松胜 齐德志 工农街19-474栋 8-2-502

2 许大胜 马乃宪 东林街 133-536栋 8-3-602

3 周运福 赵俊友 工农街23-653栋 9-3-503

4 郭朋 郭宏 工农街336-0482栋 1-3-401

5 李景和 高铭珍 东林街五委二组
452-0214栋

10-3-702

6 李景和 高铭珍 10-3-703

7 万树奎 李洪国 工农街23-639栋 1-2-901

8 李桁 杨茹
工农街22-580栋

10-1-901
9 李桁 杨茹 8-2-1103

10 吴文山 王义光 工农街66栋 10-2-203

11 冯传义 战怀民 红旗街 8-1-902

12 赵影娟 李相联 工农街324栋 2-3-603

13 王铁成 王胜磊 东林街六委90-360栋 9-2-1102

14 闫国平 李继华

东林街0034栋

3-2-1101

15 闫国平 李继华 4-24号车库

16 闫国平 李继华 4-23号车库

17 闫国平 李继华 4-10号车库

18 汤永峰 姚运启 工农街21-563栋 1-3-1102

19 刘杰峰 刘同礼 工农街四组17-447栋 9-3-601
20 赵俊忠 耿秀莲 工农街24-656栋 3-1-302

21 李晓 刘守夏 工农街23-609栋 5-3-202

22 郑宝钢 孙增娟
东林街 132-530栋

9-2-1103

23 郑宝钢 孙增娟 6-10号车库

24 王志春 齐红玺 东林街 134-538栋 9-1-401

25 王广和 曹文洪
东林街 120-454栋

9-2-501

26 王广和 曹文洪 6-9号车库

27 孙作春 韩秀花 工农街95栋 9-18号车库

28 杨乐全 刘继连 东林街 109-417栋 9-1-402

29 周伟 王旭才 工农街21-573栋 1-3-1002

30 刘天奎 王美多 站前街288-1198栋 10-3-401
31 王树华 于家田 东林街3委1组431-0003栋 6-8号车库

32 王树华 于家田 5-22号车库

33 王树华 于家田 5-19号车库

34 王守杰 王奎军 工农街322-0161栋 3-1-701

35 洪忠英 李贵祥 东林街 115-466栋 2-1-602

36 刘世凯 陈元均 东林街 111-445栋 1-2-1002

37 刘世凯 陈元均 东林街 1-2-1003

38 许庆国 刘青山 工农街14-297栋 9-1-601

39 王梅 胡德江 工农街 66-2661栋 3-2-901

40 田凤林 王广续 工农街14-407栋 2-3-1003
41 赵鹏程 赵配全 东林街3委4组434-0142 9-3-702

42 赵鹏程 赵配全 东林街 120-456栋 9-3-602

43 赵鹏程 赵配全 东林街 120-456栋 5-南10号车库

44 姜加祥 张守义 东林街 4-3-402

45 付义 王潇宇 工农街321-0103栋 5-1-202

46 徐守业 王胜利 工农街16-365栋 8-1-803

47 董俊梅 刘秀丽 工农街19栋 8-2-802

48 张朝仁 李风刚 东林街007栋 2-2-501

49 王殿选 江习勋 东林街110-443 6-南1号车库

50 王殿选 江习勋 东林街 8-1-301

51 安春贤 王清山 东林街 6-北11号车库
52 张新杰 纪付安 东林街4委5组445-0011 8-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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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博会特刊农博会特刊

本报讯 赵海峰 报道 乾安县以科技支撑引领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大面积应用、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业机械
化水平稳步提升、品牌建设明显进展、粮食产能逐
年提升。2021年，粮食总产量24.02亿斤,2022年，
粮食总产量 24.45亿斤,202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25.13亿斤。

农业资源禀赋优越。乾安县位于我省西北部,
松原市西部,地处松嫩平原腹地,有“乾安台地”之
称,幅员面积 3616.6平方公里,距长春市 210公里、
松原市67公里、查干湖机场40公里，通让铁路、铁
科高速、国道 503、国道 232贯穿全境,交通便利,区

域优势明显。全县耕地面积 268.5万亩,林地 79.6
万亩,草原 65万亩。自然闭流湖沼 108个,水域面
积130万亩。太阳光照年均2788.7小时, 年粮食总
产量24亿斤左右。

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在农业资源方面,全县有
耕地 275.06万亩，土壤为淡黑钙土，PH值为 7.2-
8.0,出产的农作物呈弱碱性,是全国少有的天然弱
碱食品生产基地。全县年平均降水量399毫米,无
霜期 154天,有效积温 3140.7摄氏度,非常适合高
粱、黄小米等作物种植。自主培育的“乾华肉用美
利奴羊”新品种通过农业部评审,填补了国家空白,
为全国乃至国际肉羊产业发展提供了“乾安方
案”。“乾安黄小米”“乾安红辣椒”“乾安糯玉米”

“乾安羊肉”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加强耕地地力提升建设。全面落实“藏粮于

地”战略。2024年,全县实施深松 35万亩、保护性
耕作180万亩,秸秆粉碎还田5.93万亩。积极号召
农民增施农家肥和有机肥,力争全县年产畜禽粪便
全部沤肥还田,增强地力,促进增产。

全面推广单产提升技术。积极推广玉米滴灌
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水肥同步、根域灌溉、少餐
多次、精准管理”。这一技术有效解决全县干旱频
发、水肥料利用率低、产量稳定性差的问题。2023
年，全县实施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达71万亩,
亩增产200公斤左右、每亩节水30吨、肥料利用效
率提高30%。

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近年来, 乾安县农产
品品牌已增至 24个,积极宣传推介乾安弱碱黄小
米、乾安糯玉米品牌发展,通过农博会、绿博会、丰
收节等活动宣传打造品牌建设。

乾安县

持续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徐猛 报道 自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巩固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德惠市天台镇高度重视，积极部
署，快速行动，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化
管理相结合，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大力
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工作，乡村面貌有
了明显提升。

天台镇本着早谋划、早动手，出
实招、见实效的工作原则，组织干部
群众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3月初按照市里农村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月工作安排，派出各类机械
180台套、动员村社干部及群众 300余
人次，对村庄“六边”积存垃圾进行全
面清理，着重对公共空间进行清理，
对能栽植树木和栽花种草的空间进
行平整。同时，号召群众落实房前屋
后“三子”（园子、院子、屋子）卫生清
理责任，截至目前，清理沟渠 7500 延
长米、打捞河道漂浮物 0.5吨，清理畜
禽粪污 160 吨，清除废旧农膜等农业
生产废弃物 0.55吨。

天台镇“以乡村振兴为引领，以富
民强镇为目标”，在各项工作中创先争
优，特别在人居环境整治上狠下功夫，
累计投入 200余万元对域内人居环境
进行提升。

明确工作目标。按照市委、市政
府人居环境整治“六清两提升”的工作

要求，结合实际提出了“卫生清理无死
角，绿化美化全覆盖”的工作目标，镇
党委、镇政府按照既定工作目标积极
谋划落实工作。

制定总体规划。确定了总长 62
公里覆盖全镇的 5条精品线路，进行
绿化美化。各村以 5 条精品线路为
轴，制定了人居环境整治、绿化美化
总体规划，实现了镇村规划协调统
一。

因地制宜抓落实。按照各村实
际，采取种植宿根类花籽、移栽马兰花
等形式，绿化美化公共空间，争取一次
投入长期受益。

压实责任落机制。针对人居环
境整治长效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按照
各村实际建立了有人员、有奖惩的长
效管护机制，紧盯“路边、沟边、地边”
三边杂草，推动全域环境卫生整体提
升。

德惠天台镇

全域环境卫生整体提升

实现吉林省“千亿斤粮”生产目
标，玉米是最主要的支撑作物，优良
品种是玉米增产的核心要素。2024
年，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作为
全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单位，
针对我省玉米丰产增效核心关键瓶
颈问题，大力实施耐密抗逆高产优
质玉米新品种评价与示范，在梨树
县小城子镇土龙村建立百亩新品种
示范基地，为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
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科技
支撑。

建立新品种创新区、熟化区、示
范区，展示品种 241个（次），对主导
品种、潜力新品种、耐密高产新品
种、高产稳产新品种、籽粒机收新品
种等进行试验、展示、示范，代表品
种如下：

省主导品种-吉单63（吉审玉
20210034）

耐密抗倒，抗病抗逆，高产优质。
中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127 天。

籽粒容重 762 克/升，人工接种鉴定
中抗大斑病、灰斑病、茎腐病。吉林
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平均公顷产
量分别为 13143.7公斤和 11404.9公
斤，比对照先玉 335 分别增产 5.1%
和 4.1%。公顷保苗 7 万株，适宜全
省玉米中熟区种植。2023年在 14%
标准含水量下平均亩产达到1017.34

公斤,创造了我省自主知识产权品种
在中部半湿润区超吨粮的纪录，入
选2024年省优良品种推广目录。

耐密高产新品种-68JD（吉审玉
20241019）

耐密抗倒，高产稳产，区试增产
10%以上。

中晚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127
天。籽粒容重 757 克/升，人工接种
鉴定中抗茎腐病。吉林省区域试验
和生产试验平均公顷产量分别为
13638.2公斤和13651.1公斤，分别比
对照先玉 335 增产 10.5%和 9.4%。
一般公顷保苗7万株，适宜全省玉米
中晚熟区种植。2023年吉林省高产
品种竞赛获奖品种。

耐密高产新品种-吉单961（吉
审玉20243013）

耐密抗倒，高产稳产，区试增产
8%以上。

中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126天。
籽粒容重 756 克/升，人工接种鉴定
中抗茎腐病。吉林省区域试验和生
产试验平均公顷产量分别为13081.5
公斤和 12960.1公斤，分别比对照先
玉 335增产 8.9%和 8.5%。一般公顷
保苗7万株，适宜全省玉米中熟区种
植。

抗病早熟高产新品种-吉单926
（吉审玉20243001）

综合抗病好，高产稳产，区试增
产8%以上。

中早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123
天，与对照吉单 27 熟期相同。籽
粒容重 772克/升，人工接种鉴定抗

茎腐病，中抗灰斑病、穗腐病、丝黑
穗病。吉林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
验平均公顷产量分别为 11024.2 公
斤和 11796.2 公斤，分别比对照吉
单 27 增产 8.5%和 10.3%。一般公
顷保苗 6.0 万株，适宜全省玉米中
早熟区种植。

抗病早熟高产新品种-589JD
（吉审玉20241008）

综合抗病好，高产稳产，区试增
产9%以上。

中早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124
天，与对照吉单 27晚 1天。籽粒容
重 748 克/升，人工接种鉴定高抗茎
腐病，抗穗腐病、中抗大斑病。吉林
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平均公顷产
量分别为 10761.1公斤和 11357.2公
斤，分别比对照吉单 27增产 9.8%和
14.6%。一般公顷保苗 5.5-6万株，
适宜全省玉米中早熟区种植。

优质高产新品种-吉单941（吉
审玉20243008）

高产优质，籽粒容重790克/升。
中晚熟品种，出苗至成熟 126

天，与对照先玉 335早 1天。籽粒容
重 790 克/升，人工接种鉴定中抗茎
腐病。吉林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
平均公顷产量分别为 12767.3 公斤
和 12612.9 公斤，分别比对照先玉
335增产 5.3%和 5.1%。一般公顷保
苗6万株，适宜全省玉米中晚熟区种
植。 （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