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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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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永吉县西阳镇西阳社区书记吴

迪带领“红马甲”青年志愿者在西阳镇街区内整治

环境卫生。11 名志愿者历时 6 小时，清理街区卫

生，帮助商铺拆除门前破旧摆货台，并在街区道路

两侧撒下花种。 李晓红 记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刘柏良 记者吴
连祥 韩琳 报道 近日，集
安市2020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暨吉林麦吉翁酒庄项目
开工奠基仪式在边合区举
行 。 今 年 ，全 市 共 实 施
5000 万以上项目 36 个，新
开工19个，续建17个，总投
资137.5亿元。

进入2月以来，集安市
积极克服疫情影响，按照省
市“三抓”“三早”和通化市
委“十大行动、百项工程”的
部署要求，坚持抢前抓早，
优化环境，以市委1号文件
形式，逐一明确招商推动和
重点项目的包保责任领导，
深入企业、项目一线现场办
公。严格落实一个重大项
目、一名包保领导、一个责
任部门、一名项目专员、一
抓到底的“五个一”项目包
保制度，全面实行重大项目
秘书制，积极开展项目审批
手续约办、领办、代办等工
作制度，高质高效推进项目
建设。同时，加强小项目精

细化管理，组织专人专班对
口服务，对项目招商落地、
前期审批、开工入统、竣工
验收、投产开业5个阶段进
行全程跟踪，及时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全力推进重大
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
效。

吉林麦吉翁酒庄项目
占地面积34.4亩，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今年计划
投资 1.25 亿元，完成全部
工 程 建 设 并 投 入 运 营 。
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可
实现产值 8400 万元，可安
排200人就业。

截至目前，集安市 36
个重点项目已开复工 20
个，开复工率达 55.6%，完
成投资 3.9 亿元，占年计划
的11%。其中，10个“三早”
项目已全部开复工。预计
到6月底，36个重点项目可
开复工 33 个，开复工率达
91.7%，高于去年同期 8 个
百分点。

实施36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137.5亿元

集安重点项目建设高歌猛进

本报讯 周晓羽 记者
郭小宇 迟瑞冰 报道 春风
暖万物，播种正当时。连日
来，德惠市各乡镇掀起春耕
生产高潮。

在德惠市米沙子镇靠
山村的大田里，13 台免耕
播种机同时作业，田间机声
隆隆，正在免耕播种。靠山
村保护性耕作土地面积约
1600 亩，两天内就可以全

部完成作业。
同样，惠泽农业生产专

业合作社也抢抓农时适时
开犁播种，全程机械化作
业，提高播种效率，合作社
3 万亩托管土地已全部播
种完成。

在布海镇德升村一处
托管地块里，机器轰鸣，3
台套免耕播种机正在耕作，
机械手熟练的操作。惠泽
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的技

术人员不时地进行着指导，
一些托管农户也来到自家
地块，手拿铲子检查种肥作
业情况。

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
作社今年与农民签订 3 万
亩土地托管合同，涉及 15
个乡镇65个村2000余户农
民，合作社托管的3万亩土
地今年全部实行保护性耕
作，采取免耕播种的种植模

式，秸秆全量还田。从播种
到秋收合作社对托管的土
地全程管理，做名副其实的

“田保姆”。
据了解，自4月14日开

始，德惠市陆续展开玉米大
田抢墒播种，截至目前，全
市 233 万亩大田玉米播种
已完成 90%，210 万亩玉米
大田播种完毕，除部分洼
地，预计5月10日前完成大
田玉米播种。

德惠大田玉米播种已完成90%

共商合作事宜，共谋发展
大计。近日，辉南县旅游资源
推介会在辉南县西夹荒生态
旅游度假区举行，来自全省各
市、县、区的40余家知名旅行
社负责人应邀出席，共同见证
辉南文化旅游融合新变化，合
力促进辉南全域旅游大发展。

这次推介会由中共辉南
县委宣传部主办，辉南县文广
旅局承办，吉林省龙湾群旅游
有限公司、吉林省熙嘉荒生态
旅游有限公司、吉林龙堡森林
度假村有限公司等旅游企业
共同协办。

推介会上，辉南县文广旅
局负责人介绍了辉南县旅游
的区位优势、深厚的历史文
化、厚重的民俗文化、红色抗
联文化、丰富的山水资源以及

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吉林
龙湾群旅游有限公司、龙堡森
林度假村、西夹荒生态旅游度
假区负责人对参会旅行社公
布了优惠政策，慢食光、冷溪
花岭负责人进行了现场推
介，介绍了旅游资源、旅游
产品、旅游优势，加深了参会
旅行社对全县旅游品牌的认
识度。

近年来，辉南县高度重视
旅游业，把旅游产业确定为战
略性支柱产业，秉持“五大发
展”理念，结合域内文化特色
和 资 源 特 质 ，精 准 实 施 旅
游+战略，加快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步伐，现已成
为拉动全县经济增长的重要
引擎。

发展大旅游产业，是辉南

县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相得益彰 ”，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两山共创”，实现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途径，现在已成为助力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抓
手。目前，全县拥有A级旅游
景区4个，省级特色景观旅游
名镇2个；星级乡村旅游示范
镇2个，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
位 7 个，县域内宾馆酒店 130
余家，农家乐、旅游接待点近
百家。

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
开展“解放思想再深入、全面
振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动，
辉南县将借助各市、县、区知
名旅行社走进辉南县这一契
机，促进各旅行社与辉南县之

间加强合作，大力开发旅游市
场、旅游产品，为辉南县在旅
游产品设计、营销手段、品牌
塑造等方面建言献策，将辉南
县的精品旅游线路、旅游景
区、特色产品推广到省内外，
擦亮辉南旅游名片，进一步提
升辉南县文化旅游品牌的知
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吸引
更多的省内外游客来辉南县
休闲旅游，观光度假。

灵山秀水荟萃，民俗风情
多彩，历史文化悠远，旅游资
源丰富……凭借这些优势，辉
南县将借助这次旅游推介会，
让全省知名旅行社与当地旅
游景区、旅游企业对接，通过
面对面交流，发布优惠政策，
签署合作协议，共创美好未
来。

让灵山秀水流金淌银
——辉南全域旅游推介活动侧记

□ 王文国 刁基峰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佟粒玮 程欣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近年来，
临江市加快红色旅游资源
开发，大力推动文旅融合，
挖掘红色内涵、作靓红色
品牌、唱响红色赞歌，推动
红色文化与红色经济齐头
并进。2019 年全市旅游人
次达到 106.15 万次，借助红
色文化资源，革命老区正
焕发新活力。

临江是片红色的土地，
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现
有红色革命遗址 6 处，其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处、白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处、临江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3处。

结合革命遗址资源，临
江市不断完善红色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从优化红色旅游
发展布局、产品创新、教育培
训品牌、宣传推广、要素保障
等方面入手，重点打造了“四
保临江”战役指挥部旧址（陈
云同志旧居）、“四保临江”战
役纪念馆、龙头山红色教育
培训中心、八里沟子红色旅
游体验线路等红色旅游品
牌。陈云同志旧居、“四保临
江”战役纪念馆被列入全国
30条红色精品路线和100个

著名红色景区，实现了旅
游+红色文化融合发展模
式。

为进一步挖掘、利用本
地红色资源，拓展党员干部
党性教育培训途径，探索原
生态拓展培训教学模式，临
江市开发建立了东北抗联精
神现场教学基地。教学基地
线路涵盖八里沟抗战地、干
饭盆密营地、古驿道、松岭雪
村、老部落、老庙、日本铁路、
千人坑等红色景点，线路总
长 8.4 公里。丰富的红色历
史文化资源以及优美的自然
风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外地

的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参
观，人们在观光赏景的同时，
了解和学习革命历史，使临
江的红色资源呈现出独有的
魅力和影响力。

依托“四保临江”战役等
红色旅游资源，临江市开发
了红色主题餐厅等红色旅
游产品。围绕“一带双环”
旅游发展战略，谋划建设
大 栗 子 历 史 文 化 特 色 小
镇，充分挖掘和开发伪满系
列和“四保临江”系列革命历
史事件和遗址，初步建成了
以弘扬“红色品牌”为核心的
红色旅游目的地。

临江：传承革命精神 发展红色旅游

本报讯 闫虹瑾 记者 周硕
报道“网络课堂”30 节，总阅读
量 12.22 万 次 ；“ 助 农 直 播 ”5
场，总在线观看人数 100.48 万
人 次……正值备春耕关键时
期，我省科技特派员们利用互联
网新媒体平台，积极打造“乡村
振兴科技支撑行动”网络课堂和
助农在线直播两项活动，开展

“点对面”远程技术培训和服务。
在“云上智农”等新媒体平

台上，以前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
的科技特派员刘慧涛，如今化身
直播“网红”，远程“问诊”向农民
传授“农技经”，指导农民做好春
季田间管理。

家住在乾安县赞字乡父字
村的村民才宝山，在今年疫情防
控期间一度“憋”在家里为备耕
问题发愁。“线上直播学习，线下
技术转换，用科学方法选种，既
便宜又好用，足不出户就可以学

到各类农业技术，有问题还有专
家给解答，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才宝山一边把几天来的听课笔
记拿给记者看，一边早早准备好
手机等待直播授课。

省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助农直播还将重
点围绕玉米丰产栽培、土壤培
肥、大豆连作、果树修剪等主
题 ，固 定 每 周 播 放 一 期 公 开
课，面向合作社、种植大户、贫
困村技术能手等服务对象直
播农业科技先进知识，指导农
业生产。

目前，全省 9957 名农业科
技特派员队伍正积极行动，通过
网站、微信群、公众号等形式推
送农业服务信息，切实当好农民

“店小二”和“急郎中”，打通科技
兴农“最后一公里”，为全省农村
改革、农民增收、农业转型作贡
献。

我省近万名农业科技特派员线上推送服务信息

手机成“农具”专家变“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