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魏强 记者 郭小宇报
道 金秋时节，收获季节。作为农业
大省，我省每年有4000多万吨秸秆
在田地里等待处置。我省采取扁
平化管理，补齐无害化处置短板等
手段，加快推进全省农作物秸秆全
量化处置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露天
焚烧秸秆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

“我们将坚持禁烧、限烧‘两区’
管控，持续推进秸秆‘五化’利用，
推行全省秸秆处置‘5+1’模式。”省
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李文
辉说，全省将打通“堵点”，畅通“痛
点”，补上“断点”，建立依法、科学、
精准、高效的运行机制。

下放权限 管好“自留地”
为减少管理层级，全省实行扁

平化管理。省级直管到市（州）、县

（市），市（州）政府只负责管理所辖
城区秸秆处置工作，取消市管县环
节，保留县以下网格化管理体系。
秸秆的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基
料化和原料化工作全部交由市
（州）、县（市）政府自行决策并组织
实施，省级职能部门加强工作指导。

市（州）、县（市）政府按照属地
管理的要求，根据秸秆全量化处置
工作方案，摸清底数，全面掌握本
地农作物秸秆产量、利用方式和具
体去向等基础数据。按照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等内容，形成目标清
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时限清单
和责任清单，作为年度工作考核重
要依据。
补齐无害化短板 变“废”为“宝”

禁烧区严格禁止露天焚烧秸

秆，留在田地里的秸秆何去何从，
是需要解决的重要环节。省生态
环境厅负责指导全省秸秆无害化
处置工作。

“禁烧区剩余秸秆必须全部采
用无害化方式进行处置。”李文辉
肯定地说，同时鼓励限烧区秸秆采
用无害化方式进行计划烧除。

解决技术难题。全省无害化
处置采用入炉（窑）焚烧等多种方
式进行，移动式焚烧炉正在被改进
和推广，同时固定式简易炉窑等无
害化处置技术也在研究、试点，并
逐步推广。省生态环境厅编制秸
秆无害化处置技术装备汇编，供全
省借鉴使用。

市（州）、县（市）政府是无害化
处置工作的责任主体，组织开展技

术推广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利
用垃圾焚烧发电厂、水泥炉窑等开
展秸秆协同处理。鼓励各地结合
实际开发适用技术，采取招投标等
方式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置。

综合利用。除焚烧外，全省大
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省发展改
革委、省能源局按照职能分工积极
开展秸秆能源化、原料化等技术的
推广工作。秸秆饲料化利用，正在
被推广，“秸秆变肉”工程加快实施
中。

坚持市场运作。全省按照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充分发挥
国家、省、市（县）三级的资金引导
作用，引导企业、合作社和个人参
与秸秆处置，培育无害化处置市场
体系。

实行扁平化管理 补齐无害化处置短板

我省推进农作物秸秆全量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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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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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呼和车力蒙古族乡宏图村农民养殖大鹅走上富

裕路。图为村民放鹅的情景。 邱会宁 范海辉/摄

2015年夏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我
省留下了殷殷嘱托：“我们正在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全面小康一
个也不能少。”

2015年冬天，在全省扶贫工作会
议上，吉林人民立下愚公志，擂响了
攻坚的战鼓。

5 年弹指一挥间。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坚韧不拔的吉林
人民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发起一次
次的冲锋。如今，在我省波澜壮阔的
脱贫攻坚全景画卷之上，幸福的底色
深厚绵长，“一个也不能少”的故事精
彩呈现。

——截至 2019 年末，全省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减至10063人，贫困发
生率降至0.07%；

——在2019年度国家对省级党
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
综合评价为“好”，位列第一档；

——全省1489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1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目前剩余
未脱贫人口也全部达到退出标准。

一座座村庄美丽如画，一幢幢新
居星罗棋布，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
一项项产业生机盎然，一张张面孔笑
意盈盈……吉林人的小康，不再是梦。

精准发力——瞄准扶贫之靶

“这牛我明年再多养几头，何止

是脱贫？我看都达到小康了。”正午
阳光灿烂，杨玉成笑得合不上嘴。

杨玉成是柳河县罗通山镇自立
村的脱贫户。他年近六旬，打小患有
小儿麻痹症。老两口带着一个肢体
二级残疾的儿子，当年穷得叮当响。
现如今，牛棚里的牛养得膘肥体壮，
再加上村里的产业分红，杨玉成彻底
甩掉了穷帽子。“一年几万元的收入，
过去我是想都不敢想。”他说，“全靠
党的扶贫政策好！”

如何迅速让贫困户摆脱贫困，不
愁吃不愁穿？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是我省脱贫工作的一大亮点。

龙井市智新镇明东村2017年退
出贫困村序列。回忆过去，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刘元东感慨颇深：

“当年村里没有任何产业。村民思想
保守，能力有限，想要摘掉贫困的帽
子太难。”

攻坚战打响后，第一书记韩宝宁
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思路。“村内有草
场，村外有大山，资源丰富。一些村
民还有养牛和制作米酒的经验。大
家一琢磨，一是靠山吃山，二是从强
项入手，先干起来再说。”2016 至
2018年，明东村协调争取资金700多
万元，实施了养牛、米酒、红峰食品、
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每年为村集体
增收50多万元，比2015年翻了5倍。

精准的施策，来自精心的部署。
2016年1月，我省打响了脱贫攻

坚第一战，千个单位包村、万名干部
包户、百万党员帮扶活动启动，10万
余名干部走进全省所有贫困村对接
扶贫任务，落实脱贫计划。不撒胡椒
面，扶贫有准头。扶贫工作要到村到
户，了解哪一村贫，哪一户穷。

摸清底数、建档立卡，我省将全
省贫困人口、贫困村、重点县的数据，

全部录入国家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
息管理平台，实现与全国联网运行，
有的放矢。同时，将扶贫从“点”扩大
到“面”，瞄准西部大兴安岭南麓和东
部老少边穷两个片区，增大资金投
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大项
目的相继实施，如春风化雨般滋
润着这方贫瘠的土地，萌发出新的
生机。

“原来家里两间土坯房住了 40
多年，一到下雨天，村干部就劝我们
出去住。为啥？怕房子塌了呗!”大
安市汉书村村民田起龙告诉记者，

“后来，政府给我盖了大瓦房，不仅房
子亮堂了，这心里呀，更亮堂！”

数据显示，2019年，我省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8059
元，大幅度超出脱贫标准，脱贫人口
已占了绝大多数；在中西部地区第一
个通过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

收，控辍保学措施全面落实；县乡村
卫生医疗机构全覆盖，贫困人口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大病兜
底、一事一议“五道防线”全面夯实，
住院、慢病门诊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90%和80%；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
全得到保障，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为
实现其稳定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我省将居住在深山、高寒
山区、荒漠化区、地质灾害和地方病
多发等地区人口列为易地扶贫搬迁
对象，截至目前，全省1.4万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
部完成，实现了换一方水土富一方
人。

“造血”扶贫——扭住扶贫之根

基本生活有保障并不是扶贫工
作的终点，能让贫困户通过自身努力
富起来才是彻底摆脱贫困的“法
宝”。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
扶长远，长远看产业”“变‘输血’为

‘造血’”——这些常挂在我省扶贫干
部嘴上的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产业
扶贫的重要性。

“这就是我们的‘聚宝盆’——小
米加工厂。”镇赉县建平乡三合村第
一书记刘健指着村头一栋漂亮的彩
钢房，底气十足地说。 （下转03版）

小康，不再是梦
——我省脱贫攻坚工作全景扫描

□ 吉林日报记者 赵广欣 杨悦

本报讯 孙翠翠 报道 从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传来消
息，德惠市惠发街道世巨永
村高产示范田已完成实收测
产，结果为每公顷 4747.5 公
斤，创下我省大豆高产田最
高纪录。

世巨永村高产示范田由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长春
试验站（长春市农业科学院
大豆所）创建，该示范田选
择两年玉米一年大豆轮作
地 块 ，有 机 质 含 量 3.5% 以
上。2020 年，实验面积为 2.5
公顷，种植品种为“长农39”。

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在全国建立 31 个试验站，创
高产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发掘
试验站当地大豆生产潜力。
本次破纪录，为进一步提高我
省大豆单产提供了依据和技
术支撑。同时，两年玉米一年
大豆的轮作技术，是国家大豆
产业技术体系在东北地区重
点储备的技术，目前已经十分
成熟，该技术对我省“减肥”

“减药”，保护黑土地有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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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邹鹏亮 报道 为解决秋收
农民群众出行需求，积极做好运输组
织和运力调度工作，给农村群众秋收
提供“点对点”的定制化运输服务，我
省各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
集中安全出行。

公主岭市成立了秋收农民集中出
行调度指挥中心，抽调运营车辆 220
辆，采取预约方式，从 10 月 7 日-20
日，免费接送农村务工人员下地秋收，
确保重点时段农村务工人员出行安
全。在此期间，农村务工人员可通过
电话、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每天 5:
00-20:00 都可享受“点对点”接送服
务。

梅河口市针对牛心顶镇辣椒集中
采摘需求，积极协调梅河口市新天
地 旅 游 客 运 有 限 公 司 ，采 取 低 成
本、微利润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包车
服 务, 调 集 了 4 辆 50 座 旅 游 客 车 ，
为 200 名农民提供了优质安全的运

输服务。
松原市制定了秋收用工交通保障

实施方案，组建运输需求信息专班并
与运输服务调度中心对接，统一调配
车辆。组建了出租车志愿服务队，为
农民提供市区半径40公里内、人数3-
4 人、村屯至田地的免费预约用车服
务，服务范围内的农民可直接电话约
车；同时，建立了网上约车服务平台，
实现集中时段农民用车服务常态化。
长岭县对用工达到 6 人以上的，由用
工农户提前 1 天向所在村委会报告，
由村委会统一向乡镇提出用车申请，
乡镇按用车时间调配落实。乾安县以
村为单位，经村委会推荐或自荐的方
式，每个行政村组建不低于 3 辆车的
志愿服务车队，采取成本收费或免费
的方式，为秋收期间农民出行提供用
车服务。针对集中出行的，县交通运
输部门组织协调10辆公交车，实施上
门接送、定制服务。

提供“点对点”上门接送服务
各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秋收农民安全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