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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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静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记者从9月27日召开
的全省林草系统秋季森林草
原防火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全
省林草部门全力投入秋季森
林防火期的备战工作，实行科
学预防、科学扑救，力争实现
全省连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
灾。

今年秋季是实现我省连
续4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最
后一个森林防火期。目前，全
省各级林草部门迅速进入决
战状态，各项森林防火准备工
作已经就绪。2.2万名森林防
火巡护员、瞭望员、检查员根
据火险状态上岗巡查监测，严
格落实野外用火监管无死
角。全省各级93座森林防火
物资储备库中，森林防火物资
已经储备充足，各类防扑火设
施设备检修维护工作全面完

成。460余支林业消防队伍、
1.1万名消防队员进入待命状
态，开展扑火技战术训练。全
省 400 多支跨区增援扑救队
伍做好准备，确保遇有紧急火
情能够快速形成区域联动，快
速集结支援力量。

省林草系统强化工作措
施，全力推动秋季森林防火各
项重点任务落实。

严管严控各类火源。突
出抓住重点时段、重点部位、
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确保火
源管控全覆盖、无死角。针对
国庆、中秋和 10 月中下旬农
事用火多的情况，全面加强重
要景区入口、旅游路线和林农
交错区域巡查监管；聚焦长白
山保护区和重点国有林区林
内搞副业人员生活用火、边境
线境外火入侵、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和净月潭森林公园的禁

火措施落实；抓好新造林地可
燃物清理、森林防火区周边农
田秸秆禁烧、集体林地农事用
火监管、旅游景区火灾隐患防
控和西部草原防火 5 个重点
部位的工作举措落实；加强对
休闲旅游、农民秋收、城市返
乡、秋收整地烧荒等用火行为
进行检查，加强农村留守老人
儿童、无民事行为能力等这一
防火重点群体监管，坚决把火
种堵在山下林外。

抓紧抓实应急管理。坚
持未雨绸缪，在防止森林火险
的同时，落实应急响应机制，
时刻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
做好物资储备。重点做好扑
火机具、通信装备、运输车辆
和人员防护装备等扑火物资
检修、维护和保养。省林业和
草原局从省储备物资中调拨
200 万元的扑火机具补充给

特殊困难单位，并为基层配发
5000 件个人扑火防护装备；
强化实战演练。模拟不同火
场类型、不同条件类型开展森
林火灾扑救实战演练，重点抓
好省级和各市州跨区支援扑
火演练；加强监测预警。充分
利用卫星遥感、航空巡护、高
山瞭望、视频监测和地面巡护
等手段，依托森林火险预警检
测系统，与气象部门落实会商
和信息共享制度，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和各类气象信息，为火
灾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做好火
情初期处置。一旦发生火情，
要按要求在最短时间内组织
火场扑救，努力做到兵力部署
合理、战术运用得当、扑救效
果明显。

着 力 加 强 防 火 能 力 建
设。加强先进森林防火装备
配备，充分运用电子技术、信

息技术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升
级改造传统防控体系，增加无
人机、直升机、以水灭火装备
等在森林防火方面的应用，提
高应对各种复杂火情的能力；
发挥人工影响天气在防火中
的重要作用，遇有持续高火险
趋势，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组织
实施人工增雨，进一步降低火
险等级；健全完善森林草原火
灾报告系统，推进“天空地”一
体化监测，积极推广应用大数
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手段，全
面实时掌握火险火情动态。

深 入 开 展 森 林 防 火 宣
传。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使森林草
原防火成为全民自觉行为。
运用彩旗、条幅、宣传车、新闻
媒体和微信、抖音等新媒体，
广泛宣传防火知识、通报典型
案例、推送森林防火信息等；

在林区公路沿线、火灾多发
区、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增
设防火警示标牌、宣传标语、
火警电话等；推进防火法律法
规和常识进课堂、进社区、进
住户，对学生、林区景区工作
人员和重点区域广大群众等
重要群体，做好自救互救和紧
急避险常识宣教，切实增强自
我保护能力。

全 力 确 保 扑 火 人 员 安
全。始终坚持把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贯彻防扑火工
作全过程，坚决防止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全面加强防火队
员培训和安全教育，利用手册
化、图表化等通俗易懂的方
式，让每一名扑火队员都熟练
掌握科学的森林灭火战法和
灭火安全知识，将安全工作贯
穿演练、实战全过程。

严密布防 严控火源

省林草部门全力投入森林防火大决战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报道
9月25日，随着梅河口市城市
映像片《这里是梅河》的全网发
布，2020“心动·梅河口”文旅资
源云上展洽会暨“文旅消费观
察团”走进梅河口系列活动正
式启动，由此拉开了该市挖掘
消费热点，释放消费潜力，激活
市场热度的序幕。

前不久，梅河口市旅游促
进局整合旅游资源，与省旅行
社协会合作开发了“十一黄金
周精品线路产品”——梅河口
全景攻略线路产品，以游、品、
养三大亮点贯穿吃住行游购娱
多个角度，游醉美城市，品梅河

好味，享养生温泉，提炼文旅亮
点，升级旅游体验，同时强化以

“周边游、周末游”为符号的旅
游定位，打造系列 IP 活动和

“社群营销”效果，以不可复制
的出行体验，打造省内短途游
新地标。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
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
组织成立，由政府、媒体、OTA
平台、行业协会、文旅行业专家
学者构成的“文旅消费观察
团”，以宏观视角集聚业界资
源，用微观举措引导消费方向，
拉动文旅消费。将梅河口作为

“文旅消费观察团”深入观察体

验的目的地，整合观察团成员
单位，通过组织自驾采风、行业
分享、观察助力、流量扶持等活
动，宣传梅河口文旅资源，聚焦
文旅消费亮点，实现平台全景
观察、全网发声、全域推广的传
播效应，进一步提升梅河口旅
游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后
续资源融合、流量互换和平台
共享等项目合作打下基础。

几天来，由来自全国30余
家媒体和 OTA 平台的行业翘
楚、专家学者组成的“文旅消费
观察团”踏访了爨街美食不夜
城、人民公园、河湖联通工程，
辉发河湿地公园等景观、参观

了科技馆、城市规划馆和啤酒
小镇等文旅项目，还品尝了梅
河口特色美食，对梅河口市移
步易景的城市景观，独具特色
的美味佳肴、文明热情的市民
群众产生了深刻印象，留下了
美好的记忆。

据了解，“十一”期间，梅河
口市将组织开展“最美金秋”国
庆打卡促销、“十一”黄金周特
色商品展、海龙湖美食节、“十
一”黄金周域外引流、“刘老根
大舞台”惠民演出、“迎十一”主
题文艺作品展示等系列活动，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移步易景风光美 锦绣梅城迎客来

“十一”黄金周梅河口文旅消费活动精彩纷呈

9 月 18 日，舒兰市平
安镇新发村的永丰米业水
稻种植基地内，多台水稻
收割机同时进行作业，预
示着舒兰大米要在中秋节
前抢“鲜”上市。

“我们从教师节之后
就开始进行水稻收割了。
现在每天能收割水稻6公
顷，大概36吨。这些水稻
将被烘干、加工、包装后，
销往贵州、福州、青岛、新
疆等地。”永丰米业营销经
理张兵向记者介绍。

舒兰市现有农作物耕
种面积 14.4 万公顷，其中

水稻种植面积5.4万公顷，
年产水稻 45 万 吨 以 上 。
水 稻 品 种 主 要 包 括 稻
花 香、长粒香、秋田小町
等。

近年来，舒兰市不断
加大舒兰大米品牌打造力
度，努力增加产品附加值，
目前已将霍伦河流域沿线
的平安、七里、开原等6个
乡镇纳入到水稻现代农业
产业园范围，进行统一规
划建设，打造集循环农业、
观光农业、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生态水田示范区。

“目前舒兰大米已成
为全国知名大米品牌之
一，我们产品的包装上必
须印有“舒兰大米”字样，
这样会促进品牌和产品双
赢。”舒兰市大米协会负责
人表示。

舒兰大米抢“鲜”上市
□ 于婷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洮南市福顺镇春华村农民聂祥瑞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
帮助下，学习稻田养蟹技术，不仅每亩地增收500多元，蟹
田稻米也抢手。图为聂祥瑞举起手中的河蟹乐得合不拢
嘴。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佟粒玮 记者 郭小
宇 报道 9月23日，临江市江心
岛内歌舞飞扬、欢声笑语。中
国文联、中国剧协“送欢乐下基
层”文艺慰问演出激情上演。
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一级演
员、梅花大奖获得者冯玉萍，国
家一级演员、二度梅花奖获得
者王平等十余名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为市民奉上了一
场高标准、高质量、接地气的视
听文化盛宴。

演出在国家一级演员、第
27届梅花奖获得者杜欢的男声
独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激情开
场，由蔡浙飞、吕洋、齐爱云、汪
荃珍、于兰等国家一级演员、梅
花奖获得者带来的越剧《沙漠
王子》、京剧《锁麟囊》《杜鹃山》

《智取威虎山》、秦腔《打神告
庙》、豫剧《朝阳沟》等各地方经
典戏曲选段赢得观众掌声雷
动；杂技表演《韧》让现场观众
看得惊喜连连掌声不断；国家

一级演员、二度梅花奖获得者
王平带来的小品《一年更比一
年强》更是幽默风趣，点燃了现
场气氛；国家一级演员、第28届
梅花奖获得者程丞还在现场邀
请戏曲爱好者同台献艺，共同
演唱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
选段，引发了观众共鸣，气氛热
烈；国家一级演员、第24届梅花
奖获得者刘晓翠带来的配乐朗
诵《为了庄严承诺》赢得了观众
掌声雷动；最后在中国剧协副
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大奖
获得者冯玉萍带来的戏歌《戏
剧春秋》中落下帷幕。演出结
束后，观众纷纷表示，通过观
看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近
距离享受了一场视听文化盛
宴，极大地丰富了精神文化生
活。

演出前，“送欢乐下基层”
文艺慰问团演员还参观了四保
临江战役纪念馆和陈云旧居等
红色教育基地。

中国文联、中国剧协“送欢乐下基层”

文艺慰问演出走进临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