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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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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晓羽 记者郭小宇 报道
今年，德惠市以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第二年“绿起来”为阶段性目标，以扩大
绿量、提高质量、增加生态效益为主攻
方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目
前，全市农村新增绿地4000公顷，栽植
树木 700 万株，全市村庄绿化形成“点
上示范、线上提升、面上覆盖”的新格
局。

按照《德惠市 2020 年造林绿化工
作实施方案》，全市今年确定了村屯绿
化、农村林网造林绿化、生态修复造林、
商品林迹地更新造林、清收林地补植等
九项重点任务。

村屯绿化是今年全市重点任务之
一，按照“抓点、连线、拓面”的思路，全
力推进村屯绿化工作。“抓点”就是以出
精品为目标，重点打造高标准示范村
屯。“连线”就是以提质量为目标，对国
省干道，主要县乡公路两侧的村屯进行
绿化，栽植树种以果树为主。“拓面”就
是以增绿为目标，以栽花种草为主，做
到村屯绿化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市绿
化美化村屯 1866 个，高标准绿化村屯
651个，打造省级示范村屯4个，市级示
范村屯 100 个，新建村屯绿地景点 600
处。公路与村屯接壤处、边沟与村屯接
壤处、屯内清收回来的公共空间全部统
一规划，不留死角。

农田林网也就是三北防护林今春
共完成缺失林网恢复新建、修复改造、迹地更新造林绿化
面积达580公顷。

公路绿化今年采用胸径3.5公分以上的杨柳大苗对
102国道、212省道、303省道、边朱公路、菜口线、德靠公
路、德朝公路、德九公路等13条公路的空段进行补植绿
化100公里。利用农村公路路田工程新建农村公路绿色
廊道300公里。

生态修复绿化今年完成了松花江生态修复造林绿化
750公顷，饮马河退耕还河生态修复造林绿化860公顷，
饮马河支流三道沟湿地修复造林绿化14公里。

截至目前，全市农村造林绿化工作全面完成，新增绿
地4000公顷，总投资6000万元，栽植树木700万株，主要
以栽植李子、苹果、海棠、杏等果树为主。为了增加绿化
厚度，在重点村屯还栽植了紫叶稠李、糖槭、金叶榆、王祖
海棠等绿化树种及灌木。与此同时，栽花种草、美化靓
化、景观打造工作同步进行，使全市村庄绿化形成“点上
示范、线上提升、面上覆盖”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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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万物葱茏。
千里松辽沃野上，农作物

出苗和长势好于去年，显露出
勃勃生机。

根据5月28日农情调度：
——全省玉米平均保苗

率达到96.06%，比上年高2.06
个百分点，为近五年来最高水
平，一类苗占比 81%，比去年
高2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苗情好
于去年，东部山区、半山区与
去年基本相当；

当前主要粮食作物生育
进程正常，长势好于去年，为
确保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这是在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重大成
果。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高位推动。

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
景俊海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
省政府常务会，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总理批示精神，落实胡春华副
总理讲话要求，对抓好全国春
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落
实提出明确要求。省委常委
会、省政府常务会多次专题研
究备春耕生产、草地贪夜蛾防
控工作。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多次深入各市州特
别是产粮大县调研指导备春
耕生产工作，解决实际问题。
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
工作，有效保障了春耕生产工
作顺利开展。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认
真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3月6
日省政府制定出台《进一步确
保粮食生产和安全及扩大“菜
篮子”产品生产政策措施》，制
定了8条支持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政策措施，提高粮食播种面

积在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
的指标权重，增强各地政府抓
好粮食生产的主动性。3月12
日向市县分解下达粮食播种
面积指导性计划，推进各地采
取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务必确保粮食播种
面积不减少，着力夯实粮食安
全基础。

切实加强指导服务。省
农业农村厅于 2 月 12 日印发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统筹抓好当前备春耕生产工
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全省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在积极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推进备
耕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不误农
时抓好春耕播种。会同省气
象局制定《科学应对气象灾害
全力防灾减灾夺丰收预案》，
指导各地科学防灾减灾。组
成9个备春耕指导服务组分阶
段深入各市县调研指导备耕
生产和春耕播种工作。各地

农业农村部门在承担疫情防
控工作任务的同时，统筹安排
好农业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不
误农时完成备春耕生产任务。
抓好农资保障。积极应对疫
情影响，省农业农村厅成立春
耕物资保供组，并会同省工
信、交通运输、市场监督、供销
等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多措并
举推进农资备耕。开通省市
县乡村五级农资直购平台，推
动农资网上直销直购。为163
户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开具农
资保供企业资质证明，畅通农
资运输和营销通道。加快推
进农资生产经营企业复工复
产，到 3 月底我省 251 家重点
农资企业全部复工复产。4月
中旬，全省春耕生产所需种
子、底化肥、农药等物资全部
到位，备耕进度快于去年同
期。同时，积极开展农资打假
专项行动，净化了农资市场环
境。 （下转03版）

为了收获一个金秋
——全省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综述

□吉林日报记者 张力军

本报讯记者吴连祥报
道 近日，梅河口市“山水夜
市”正式开市运营，这标志着
该市发展“夜经济”，推动就
业增收的大幕已经拉开。

梅河口市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
精神，积极回应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的民生需求，经第17
次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
定，利用山水广场内及朝阳
路西侧区域兴办“山水夜
市”，以带动社会就业，惠泽
低收入家庭，激发消费需求，
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作为“山水夜市”的承办
单位，梅河口市商务局成立
了工作专班，制定了《梅河口
山水夜市实施方案》，调集精
干力量组织实施。为了确保
现场施工质量，局主要领导
不顾连日高温天气，奔走在
施工现场，反复调度检查，确
保了施工质量。

夜市依照审慎包容原
则，在不扰民、不影响交通、
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逐步
进行完善，形成规划合理、设
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
的格局；根据爨街美食城的
设计风格和理念，分两期逐
步开放使用，打造成精致典
雅、古色古韵、赋予丰富文化
内涵的精品夜市形态；坚持
就业导向，统筹设置不同扶
持政策，照顾低收入群体，使
他们增加收入。运营后，预
计 一 期 铺 面 可 解 决 就 业
1500 人，其中，低收入家庭
1200人。

夜市参照早市管理模
式，委托第三方“天天市场公
司”进行运营管理，由爨街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与第三方签
订协议，通过统一餐车、统一
摊铺、统一胸牌、统一排号，
实施规范化管理。开市前，
市商务局督促第三方管理公
司严把夜市商户招募关，在

充分考虑业态丰富的基础
上，划分出餐饮区、娱乐区、
综合区 3 大区域，精心择选
出小百、果蔬、土特产等 13
种经营种类，汇集近 300 户
商家。

6 月 11 日晚，夜市运营
正式启动。记者看到，来自
四面八方的市民、游客云集
山水广场，人们撸串儿、饮啤
酒、享美食、观演艺、选购各
种商品，在喷泉边戏水，尽情
地享受夏日生活的美好。

“山水夜市”投入运营
后，将以打造“特色”街区、形
成城市“品牌”为导向，通过
完善夜市发展配套设施和公
共服务，形成“食、住、行、游、
购、娱”全产业链消费业态，
进而拓宽自主创业渠道，创
造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
进而把“山水夜市”打造成拉
动社会就业，增加低收入家
庭收入，惠及市民、游客的民
生工程。

拓宽创业渠道 创造就业岗位

梅河口“山水夜市”投入运营

近年来，辽源市不断

强化环境保护工作，打出

了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生

态牌”，经过改造治理，交

出了一张绿水青山的漂亮

“答卷”。图为东辽河畔城

市景观。 二龙/摄

本报讯裴雨虹 报道 6 月
13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非遗
传承，健康生活”与“文物赋
彩，全面小康”。我省依托网
络平台，围绕传统体育、传统
医药和餐饮非遗类项目以及
文物保护实践成果，于5月19
日至6月13日开展了“吉林非
遗购物节”“非遗体验，传承实
践”“镇馆之宝”博物馆馆藏推
介等丰富的线上活动，让公众
足不出户，体验非遗魅力。

“吉林非遗购物节”是今
年我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系列活动的重要部分。我省
积极同阿里、京东、拼多多等

主流电商对接，为非遗企业、
传承人搭建合作平台。而对
短期内尚不具备进驻各大销
售平台的项目，则通过“吉尚
云”线上销售平台免费为传承
人开办网店。6 月 7 日起，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全省
餐饮类非遗项目经营单位纷
纷开展了非遗产品线上预订
优惠品尝活动。

“非遗体验，传承实践”数
字非遗体验活动从 5 月 19 日
起，综合制作了72个非遗项目
的图、文、音、视作品，在吉林
市非遗体验馆公众号等省内
各 相 关 新 媒 体 平 台 轮 番 推
送。在今天，吉林市举办的我

省首届非遗武林大会上，通过
线上实况直播，12个传统武术
项目、88位传承人为观众带来
了不同的视觉体验。

6 月 8 日至 13 日，吉林市
10 余家博物馆通过相关线上
平台集中展示了镇馆之宝。
不仅如此，13 日当天，省博物
院还通过各大线上平台进行
直播，在介绍多个院藏珍贵文
物之余，还为观众讲解了如查
干淖尔冬捕等吉林非遗民俗。

精彩纷呈的线上活动令
人目不暇接，为了让公众有更
好的体验，我省在有条件的地
区也集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线下展示、宣传活动。

“云体验”感受非遗魅力
我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活动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