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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注重环境改善，引进新能源电厂落户洮南。图为正在建

设中的吉林新能源电厂。 邱会宁 范海辉/摄

青山遮不住，崎岖变通衢。
白山市浑江区位于我省东南

部长白山腹地，森林覆盖率84%,素
有“立体资源宝库”的美誉，是白山
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受乡村道路
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影响，区里不少
农村道路年久失修，崎岖难行，破
败不堪，村民出行难、运输难，严重
制约了当地群众致富和乡村振兴
发展，成为全区发展的短板。

如何破解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
瓶颈？如何推进农村公路建设，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面对问题，浑江
区用行动做出铿锵回答：举全区之
力，挥如椽巨笔，筑通衢之路，为乡
村振兴夯实坚实基础。

在“解放思想再深入、全面振兴
再突破”主题教育实践中，区委、区
政府紧紧围绕“四好农村路”“畅返
不畅”通屯硬化路等要求以及吉林
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活动的
契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力
破解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着
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区委书记王
代刚说：“我们着力打破体制制约，

克服了机构编制压力，成立了区交
通局，提出 3 年对农村公路进行全
面升级改造，并把它列为主题教育
实践中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下大力
气，采取空前决心、空前力度、空前
措施，促进农村道路改观，坚决打破
交通运输壁垒，补齐地区差异短板，
绝不让区里任何一个农村因交通而
掉队。”

浑江区积极筹集中央车购税和
一般债券等地方配套资金，在2019
年投入1.9亿元，修建177公里农村
道路的基础上，2020 年再投入 1.55
亿元，修建农村公路 128.7 公里，
2021 年进行收尾建设，用 3 年时间

全部完成农村道路建设。如今，青
山绿水之间，原有的破旧山路土路
变成了舒适平整的沥青路，一条条
蜿蜒的深灰色曲线绘出了大山里激
越壮丽的史诗级画卷。

世路如今一贯，此心到处悠
然。道路的通畅让家门口的绿水青
山，真正变成群众的金山银山，极大
激发了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活力，
为建设“一谷一城”先行区提供了基
础性保障。路通了，带动了人流和
物流。浑江区按照“全域旅游”理
念，优化产业布局，突出“山水风光、
生态休闲、文化民俗、林海雪域、边
境风情”等旅游主题，全力打造生态

全域游、红色经典游、民俗文化游、
冬季冰雪游等全方位生态旅游产业
体系。河口高丽沟生态观光园，启
弘农业观光园，狼洞谷民宿，泰安湖
满族风情园，龙岗山樱花谷生态旅
游开发，浑江晚渡文化园，滴台四社
的特色民宿、酒庄、博物馆项目，五
间房省级森林公园等一批旅游项目
相继开发建设，形成串珠成链、串线
成面的全域游发展态势，打造独具
地域特色的旅游体系。

一条公路可以改变一个村庄，
可以带动一项产业，可以致富一方
百姓。浑江区依托地域和资源优
势，着力构建优质绿色农业体系，全

力打造“一谷一城”先行区。加快调
整种植业结构，2020年新增特色经
济作物1.81万亩。持续加大种植业
结构调整力度，全区调整籽粒玉米
面积 1.85 万亩，用于发展其他作
物。蔬菜、五味子、猕猴桃、蓝莓、中
药材等具有规模的特色种植面积
4.5 万亩。特色农业占现有耕地面
积的20%以上。六道江镇中天产业
园，七道江无公害蔬菜，三道沟五味
子，红土崖中药材、寒地蓝莓，横道
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产业全面发展。
加大特色品牌培育力度，完善“长白
山”特色生态农产品品牌体系，建立
健全“三品一标”认证奖补机制，浑
江区已被命名为省级食用菌优势产
区。依托长白山特产城等线下市场
集散优势和优质线上资源，形成“互
联网+长白山特产”销售新模式。加
快构建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着力
推进总投资 1.2 亿元白山市农产品
城市供给冰温保鲜科技示范项目，
创新建立“合作社+仓储”经营模式，
为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去”提供坚实
保障。

路路通衢踏歌行
——浑江区打破交通壁垒促进“三农”发展

□ 王立 赵小越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为
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及地理标志农产
品（以下简称“三品一标”农产
品）的认证后监管，确保认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2020年，省
农业农村厅委托中国科学
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农
产品安全与环境质量检测
中心对全省认证的 76 家生
产企业的 110 个批次样品开
展了质量安全专项监测工
作，其中抽取绿色食品 75 个
样品、有机食品 10 个样品、
无公害农产品10个样品、地
理标志农产品5个样品、绿色
食品产地环境土壤 10 个样
品，合格率均为100%。

据悉，本次“三品一标”产
品按照 2020 年国家“三品一

标”抽检检测参数标准进行产
品检测；绿色食品产地土壤样
品按照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标
准检测 PH 值 、砷 、铅 、镉 、
汞、铬、铜、有机质、全氮、有
效磷、速效钾、阳离子交换
量指标。

通过本次专项监测结果
表明，我省“三品一标”农产品
质量较高，实现了优质安全的
认证目标，为全省农业高质量
和绿色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
带动作用，为优质安全农产品
品牌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将继续
严把认证关和证后监管关，指
导认证主体和待申报认证主
体做好认证相关工作，推动全
省农产品向绿色优质安全方
向快速发展。

我省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监测
抽取样品合格率100%

本报讯张力军 报道 2020
年，我省实现了设施园艺产业集
群化发展，食用菌产业快速发
展，人参产业加快振兴。园艺特
产总产值达1451亿元，同比增长
5.9%。

设 施 园 艺 产 业 集 群 化 发
展。全省蔬菜类种植规模达到
330万亩，产量1250万吨，产值达
到 245 亿元，蔬菜供给能力和生
产效益大幅提升。按照“九区五
线一中心”区域布局，围绕长春、
吉林、四平等城市周边建设城郊
型蔬菜种植基地，沿省境内5条
重要公路铁路沿线建设五大棚
膜蔬菜产业带，以长春为核心建
设蔬菜产销集散中心，着力打造
北方蔬菜产业基地。2020年初，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省政府出台扩大设施蔬菜生产

扶持政策，全省共有2069栋闲置
温室提前恢复生产，蔬菜播种面
积达到8.5万亩，同比增长7%，有
力保障了蔬菜生产供给，在此基
础上，重点扶持标准化规模园区
建设，实施梯次补助政策，新建
各类棚室2万亩，到年底设施园
艺棚室面积达到69.2万亩，其中
标准温室9.4万亩、标准大棚38.5
万亩、简易棚室 21.3 万亩，累计
建设规模园区660个。

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全
省食用菌产业总体呈带状分布，
重点以中部半山区、东部山区为
主。2020年，全省食用菌发展到
30亿袋，产量达到129万吨，产值
达到 111 亿元。其中，黑木耳
27.4 亿袋，产量 116 万吨，产值
103 亿元，分别占全省食用菌总
量的 91.3%、89.9%、92.8%，种植

规模位列全国第二位。依托特
色资源优势，合理规划布局，推
进适宜区产业带建设，重点发展
黑木耳、香菇、滑菇、平菇、金针
菇等菌类，加快建设北方食用菌
产业基地。2018年“吉林长白山
黑木耳”“吉林长白山灵芝”“吉
林长白山香菇”等通过农业农村
部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实施

“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认定黑木耳绿色生产
基地16个。

人参产业加快振兴。大力
实施人参产业振兴工程，强化政
策扶持，规范标准化种植管理，
推进人参精深加工和品牌建设，
促进人参产业全产业链开发和
转型升级，人参生产、加工、销售
和品牌建设处于国内先进水
平。全省人参种植规模134.4万

亩，产值突破 600 亿元。加快推
进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实现人
参根、茎、叶、花、果全株开发利
用，已开发人参食品、药品、保健
品、化妆品、生物制品五大系列
1000多个品类；“长白山人参”品
牌产品生产企业达到44户，品牌
产品 152 种，年转化原料人参
5000多吨。“长白山人参”品牌先
后获得“2016年度中国农产品网
络品牌五十强”；“中国商标金
奖”提名；“2017最受消费者喜爱
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2017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百强榜单上第一；“2018亚
太知名特产”；“2018中华品牌商
标博览会金奖”；2019年“长白山
人参”获区域公用品牌“神农奖”
等。人参产品出口到亚洲、欧
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省园艺特产业总产值达1451亿元
同比增长5.9%

本报讯 于佩瑶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记者从延吉市委财经办
获悉，为了树立中国县域社会治
理标杆城市，引领各县（市区）、各
治理主体积极作为，提高县域社
会治理水平，2020年12月31日，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举行发
布会，公布了“2020中国社会治理
百强县（市区）”名单。其中，延吉
市因其提高县域社会治理水平卓
有成效，在全国2760个县（市区）
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0年中
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成为
我省惟一上榜的中国县域社会治
理标杆城市。

2020 年以来，延吉市坚持以
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总目
标，以防范化解社会治理中的重
大风险为着力点，以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
抓住社会治理核心要素，优化社
会治理方式，探索具有延吉特色、
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搭
建起涉及基层自治、矛盾化解、
公共安全等各个领域的系统化
社会治理体系，切实把风险防
住、把漏洞堵严、把短板补齐，
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确保了加快
推动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不
断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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