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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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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农村报》作为吉林日报农
村版，是我省惟一 一张面向广大农
民和农村的专业性报纸，始终坚持替
农民说话，倾听农民呼声，反映农民
意愿，真心实意为农民服务的办报宗
旨。

帮农民致富、为农民解难，传递
政策信息，讲解实用技术，架起产销
桥梁，实施惠民工程，《吉林农村报》
愿做您致富帮手。

本报讯 张力军报道 2016
年至今年9月底，全省贫困县
共计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195 亿元，是纳入整合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的2.35倍，为支持
贫困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坚实保障。

2016年以来，省财政厅积
极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在 15 个贫困县
全面推行财政涉农资金统筹
整合试点，打破资金使用界
限 ，激 发 脱 贫 攻 坚 内 生 动
力。在“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的管理体制框架下，省级
财政全面下放项目审批权
限，加强动态监控和项目绩
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集中用于产业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实现
集中财力办大事。

应整尽整，财政保障到
位。按照中央关于贫困县统
筹整合政策要求，省财政厅立
足我省实际，将省、市、县三级
27 项财政涉农资金纳入统筹
整合，在统筹整合范围上做到
了不留余地、横向到边。省财
政按因素法分配资金，对贫困
县必须保证资金增幅；下达指
标时，只明确资金总规模，明
示“整合”属性，在统筹整合执
行上做到了上下贯通、纵向到
底。各级财政在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方面，纵横结合、应整
尽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贫困
县脱贫攻坚资金需求。

应审尽审，方案把关到
位。省财政厅对贫困县编制
整合方案提出明确要求，贫困
县作为整合方案编制主体，紧
密结合当地脱贫攻坚实际，紧
扣“两不愁、三保障”核心任
务，制定当年整合方案。省财
政厅会同省扶贫办等有关省
直部门，牵头对贫困县上报的
整合方案进行联合会审，重点
审核资金来源是否符合要求、
项目是否符合相关政策、整合
方案是否与脱贫成效紧密挂
钩，确保列入整合方案的项目
依法合规。

应管尽管，监督服务到
位。把统筹整合工作任务进
行清单化管理，建立序时工作
台账，全面记录和追踪各项工

作进展情况。实行“挂图作
战”，利用视频展示等多种形
式，将任务清单、分管责任、完
成时限等主要内容进行公开
公示，实时警醒并督促任务完
成。对各级审计、动态监控、
日常检查、平时调度发现的问
题，利用扶贫专属视频会议系
统、电话等多种方式督导相关
市县及时整改。对日常工作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归类
并分析研判，采取集中培训、
视频会议、印发应知应会手
册、政策汇编等多种形式进行
政策解读和答疑解惑。

应准尽准，绩效管理到
位。省财政在牵头审核整合
方案的同时狠抓绩效目标审
核，对贫困县列入整合资金方

案的所有项目绩效目标的合
规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发现
了扶贫资金使用不精准、带贫
减贫机制不明显、项目预估造
价过高、绩效目标不完整等多
个方面的问题。针对每一个
问题，都逐一反馈审核意见，
并严格限定了整改时限，把可
能出现的问题消除在萌芽状
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贫困县累计投入整合资金
用于农业生产发展 61 亿元，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251 个，
其中光伏扶贫、靖宇蓝莓、汪
清木耳、镇赉肉牛、通榆田园
经济等项目带动贫困户增收、
产业兴旺示范作用明显。累
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129 亿

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267个，其中新改建农村公路
6864公里，自然屯通硬化路率
达 97.1%。让 211744 户贫困
户喝上放心水，完成 C、D 级
80888 户危房改造建设，农村
地区供电可靠率和居民客户
端电压合格率均达到 99.8%。
机 井 通 电 工 程 覆 盖 农 田
643.84 万 亩 ，惠 及 178.91 万
人，贫困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得到明显改善。我省贫困
县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幅度连续 5 年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贫困户家庭人均纯
收入 2019 年达到 8059 元，全
面完成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要
求的“两不愁、三保障”及农村
安全饮水问题。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实保障

我省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达195亿元

本报讯 孔令涛 王德云 记者郭小
宇报道“粮食价格又涨了！”“是吗？
现在多少钱了？”“玉米每斤一块三、
大豆两块三了！”长白县新房子镇的
农户一见面，就兴奋地交流着粮食价
格的涨幅情况。

家住新房子镇老人沟村西坡屯
的宋美祥，今年种了30多亩玉米、30
多亩大豆，保守估计可收获4万多斤
玉米、1万多斤大豆。“按现在的价格，
玉米能卖 5 万多元，大豆能卖 2 万多
元，去掉成本，今年怎么也能纯挣个
五六万元吧。”今年已经63岁性格乐
观的宋美祥幸福且满足。

在西坡屯，最大的种粮户孙立
军，今年种了120多亩地。80多亩的
玉米总产量约 10 万多斤，毛收入 12
万多元；40多亩大豆总产量1.2万斤，
毛收入3万多元，除去雇工、种子化肥
等各种成本，今年纯收入10多万元。

种植高粱利润也很大。老人沟

村的刘显昌，今年种了30多亩高产红
高粱，尽管开春后出现了一段干旱
期，导致高粱有所减产，收获了近3万
斤，以每斤1.6元的价格出售，除去成
本，仅此一项，就有 4 万多元的纯利
润。再加上大豆的产值，一年下来，
家庭收入十分可观。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长白县新房
子镇共种植玉米6400多亩，总产量约
800多万斤；黄豆约4900多亩，总产量
约150多万斤。这两项就给农民带来
1300多万元的收入。

新房子镇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在
春耕备耕、秋管秋收等关键农时，全
力以赴抓好粮食收获，确保颗粒归
仓丰收到手，并全方位掌握粮食价
格趋势，给农民适时地分析、研判和
建议，让农民丰收的粮食能卖个好
价钱，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种粮积
极性，使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都获
得“大丰收”。

新房子镇：粮食丰收腰包鼓

本报讯 冯超 报道 11 月
25日，在辽源市牧兴机械有限
公司，一台台已经装配好的秸
秆膨化机正准备发往用户的手
中。公司负责人宋跃君告诉笔
者，秸秆膨化机破坏了秸秆表
面蜡质膜，使秸秆纤维素、半纤
维素与木质素分离，再经过高
温杀菌、熟化、糖化的质变过
程，加入微生物菌剂，打包厌氧
发酵后，使秸秆转化成柔软细
嫩、适口性好的饲料，可广泛应
用于喂养牛、羊、猪、鹿、鹅等畜
禽。“玉米秸秆饲料化是一个必
然趋势，市场前景广阔。公司
一年能卖出300多台秸秆膨化
机，几乎每天都有客户上门考
察。”

玉米收获之后，秸秆的“去
留”一直是农民头疼的问题，从
今年开始，我省深入实施“秸秆
变肉”工程，通过提高秸秆饲料
的开发利用水平，加快发展肉

牛等草食畜牧业，在促进乡村
产业振兴解决农民持续增收、
秸秆禁烧、黑土地保护和提升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所谓“秸秆变肉”，是指将
秸秆加工成为牲畜的饲料，成
为牲畜的“美味佳肴”，实现秸
秆集中规模化加工，开拓秸秆
利用的新途径。省农业科学院
畜牧科学分院祁宏伟教授告诉
笔者，玉米秸秆膨化微贮加工
技术就是采用秸秆膨化机进行
膨化，之后补水加菌、打捆裹
膜，入库发酵（冬季60天，其他
季节30天）后即可饲用。

将玉米秸秆通过膨化微贮
处理，有效提升养殖场或养殖
户及秸秆饲料加工企业的经济
效益。九台市东湖街道伯宇现
代农业产业公司主要养殖肉
牛，目前存栏量大约500头，从
2016 年开始利用秸秆膨化机

生产饲料，公司总经理孙志波
告诉笔者，玉米秸秆直接用作
饲料，适口性差，利用率低。而
经过膨化机加工的饲料，适口
性 好 。“ 牛 吃 了 日 增 重 提 高
12%，牛长得快，我们的效益也
大大增加了。”

加快推进“秸秆变肉”工程
实施，不仅推进我省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能起到优
化畜牧产能和促进农民增收的
目的。省畜牧业管理局草原饲
料处副处长关百军介绍，到
2025年，全省力争秸秆饲料化
利用1500万吨，比2019年增长
109% ，利 用 率 达 到 37% ，比
2019年提高19个百分点；大中
型秸秆加工机械保有量达到1
万台套，窖贮容积达到1500万
立方米，分别比 2019 年增长
40% 和 42% ；肉 牛 饲 养 量 比
2019 年增加 500 万头，肉羊饲
养量增加200万头。

深入实施“秸秆变肉”工程

我省加快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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