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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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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孟繁杰

连日来，珲春市党员

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全方

位开展送政策、送项目、送科技、

送信息、送农资活动。图为党员志

愿者在“万亩梨园”为果农做技术

指导。

李正变 于晶萍/摄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梦想，即将
变成现实。如何全力攻克最后的贫
中之贫、困中之困？怎样变“输血”为

“造血”，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
国两会上，我省代表委员们围绕脱贫
攻坚相关话题进行热烈讨论，为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凝聚智慧和力量。

加速冲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
性指标，全面打响了精准脱贫攻坚
战。

全省贫困人口减少到10063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0.07%。数字背后，
凝聚的是我省上下在大事难事面前
勇于担当的精神、真抓实干的作风、
只争朝夕的劲头。

王冰代表说，当前，脱贫攻坚已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越到最后，越是
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坚决按照党中
央、省委决策部署，不松劲、不懈怠，
保持战略定力和攻坚态势，一以贯之

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取得疫情防
控和脱贫攻坚‘双胜利’。”

长白山下，鸭绿江畔，位于中朝
边境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随着脱贫
攻坚和“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成功
脱贫摘帽，城乡面貌今非昔比。李圣
范代表说，当地抽调精兵强将，组建
400余人的扶贫队伍，以没有退路的
决心推进脱贫攻坚。实施“三个五”
举措，做好政策护航、产业激活、企业
带动、项目托底、分红保障“五篇文
章”，推进交通改善、水利提升、电力
改进、危房改造、城乡环境整治“五项
工程”，聚焦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就
业扶贫、金融扶贫、协作扶贫“五个领
域”，打开脱贫攻坚局面。

补齐短板
建立“两不愁三保障”长效机制

我省坚持边脱贫边建立“两不愁
三保障”长效机制，实现脱贫工作常
态化、机制化，切实做到“四个不摘”，
密切关注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
口，加强监测和帮扶，努力巩固脱贫
攻坚成效。

王冰表示，白山市坚持把脱贫攻
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围
绕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实施“五个
一批”和“十大工程”，全市脱贫攻坚
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
前，累计实现脱贫10178户18076人，
112个贫困村退出，长白县和靖宇县
摘帽，为圆满收官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建立‘两不愁三保障’长效机
制方面，我们持续推进产业带贫益
贫，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同时，落实教
育扶贫、健康扶贫、社会保障等方面
的政策措施，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力
度，稳定保障贫困人口医保待遇，强
化政策兜底作用。”王冰说。

“帽子”虽然摘了，但攻坚的力量
一点都不能减。“只有保证脱贫效果
的可持续性，才能保障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真脱贫。这其中的关键就是
搞好产业扶贫。”谷凤杰代表说。

谷凤杰是敦化市三河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据她介绍，三河
村是远近闻名的“牛村”，村里家家养
牛，户户有牛。通过村集体带动合作

社的模式，帮助贫困户和养殖户共同
发展，村民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湖
羊养殖、大地人参种植……三河村的
产业项目越来越多。目前，全村人均
收入达到3万元。
凝心聚力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如何能让脱贫户在致富路上奔
跑，迈入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成为
全国人民关注的话题。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谷凤杰认
为，在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
同时，应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
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防止脱贫之后
再返贫，切实保障脱贫质量。

权贞子委员建议，从抓好产业扶
贫、促进就业增收、兜住保障
底线、推进行业扶贫等方面，
着力构建巩固脱贫成效、保
障稳定脱贫的有效机制，这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
消除绝对贫困、推进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
然选择。

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时间紧，
任务重。基于之前打下的坚实基础，
李圣范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长白
县已经获批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正
在申报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国
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十三五’期
间，我们规划了高速公路、国际铁路
和机场等重大项目，还将充分发挥长
白县绿色生态的比较优势和沿边近
海的区位优势，全力打造全域旅游、
边贸、硅藻土、医药健康、现代服务为
主的绿色产业格局。”

战鼓催征，时不我待。全省上下
正团结一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收官战这场硬仗。

一鼓作气坚决打赢收官战
——代表委员热议脱贫攻坚

□ 吉林日报记者 赵乃政 赵梦卓 董鹏宇

本报讯苏曼宇 报道
为大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
实现吉林鲜食玉米产业振
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和农村繁荣，近日，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鲜
食玉米品牌建设加快鲜食
玉米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这标
志着我省将全面启动鲜食
玉米品牌建设，加快粮食产
业发展。

《意见》明确了吉林鲜
食玉米品牌建设 4 个方面
的内容和 15 项具体措施。
在品牌打造方面，通过凝
练品牌形象、构建品牌矩
阵、规范品牌监管，打造吉
林鲜食玉米区域公用品
牌；在营销渠道方面，通过
创新平台载体、实施融合
营销，引领全国市场拓展，
逐步构建起省内省外互

联、直营分销互补、线上线
下互通的吉林鲜食玉米销
售体系；在产业发展方面，
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培育产业
发展联合体，大力推进规
模经营，加强全面质量管
理，全面实施标准化生产；
在科技保障方面，建立协
同创新机制，强化产业科
技赋能，加快新品种选育
引进和示范推广、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提升行业发
展水平，促进鲜食玉米产
品结构升级和梯次增值，
实现优质优价目标。预
计 3 至 5 年内实现全省优
质鲜食玉米生产企业超
过 100 家，打造 50 个优质
吉林鲜食玉米品牌产品，
形成吉林鲜食玉米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三位一体”发展矩阵。

加快粮食产业发展

我省启动鲜食玉米品牌建设

在美丽的马鞍山下，流
经长春市九台区土们岭街道
的小南河碧波荡漾，清澈见
底。

“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
把垃圾定点存放，村里会集
中进行清运，这样一来，往河
里扔垃圾的现象基本就没有
了，河水也一天天变得干净
了！”住在附近的村民不仅见
证了小南河的“前世今生”，
生活也正随着这样的变化而
越发的幸福。

马鞍山村这样的变化正
是源于九台区开展的“清河
行动”。河长制推行以来，九

台区持续开展“河道垃圾清
理攻坚月”专项行动，结合村
屯环境卫生整治，目前已经
基本形成了户集中、村收集、
乡转运、区处理的垃圾处理
模式，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2017 年以来，九台区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区河湖
现状进行踏查，摸清底数，完
善河湖名录基础数据，确定
了全区河长制实施范围，共
梳理出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
以上和流入石头口门水库流
域面积1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
70条，确定了《九台区河湖名
录》，制定了《九台区河长制

工作方案》，构建三级河长体
系，明确了区、乡、村三级河
长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现在正是农忙时节，各
乡镇街要加强对域内河流的
监督和宣传工作，避免发生
农药化肥污染。”为方便上传
下达，九台区还建立了微信、
QQ等信息工作平台，17个乡
镇（街道）、19 个河长制成员
单位的联络员全部在这些平
台里，方便日常工作交流。
同时区河长办在群里及时发
布消息，做到领导和工作人
员实时掌握动态，实现高效

沟通。
“农药、化肥等污染一直

是河湖治理的难题，针对这
个问题，我们采取了很多的
措施，目前看来，效果非常不
错。”九台区河长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九台区坚持以积极
引导为切入点，组织宣传培
训，通过多种形式免费为农
民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
务，确保科学施肥，减少河流
污染。同时对农药废弃物和
包装物进行回收处理，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及威胁河流水质安全的重大
隐患。

九台区河长制护航绿水青山
□ 郭明月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王晓彤 王冰
莹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5 月
15日，延边州驻村第一书记
协会成立仪式暨第一书记
代言产品展销会开幕式在
延吉举行，延边驻村第一
书记纷纷化身“带货官”，
推荐代言延边“土味”特
产。

“这是延吉市朝阳川镇
柳新村的大棚草莓，新鲜甘
甜，价格合适，欢迎大家购
买品尝。”在延吉市特产推
荐展台，柳新村驻村第一书
记荆伟正在向过往的市民
推荐村子的大棚草莓，往来

群众被荆伟热情的叫卖声
和让人垂涎欲滴的草莓吸
引驻足，不少人都购买了两
三盒草莓。

大米、煎饼、木耳、有机
蔬菜、人参……来自全州八
个县市的农产品都被驻村
第一书记带上各自的展台，
向广大市民推销。活动现
场，各县市还在网络平台直
播带货。

当日，延 边 州 驻 村 第
一书记协会正式成立，现
场还举行了“两新联千村、
党建促振兴”村企联建签
约仪式。

第一书记变身“带货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