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李抑嫱 报道 近
日，我省发布加快推进政务服
务“跨省通办”工作方案，提出
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导向，聚
焦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持续推
进“跨省通办”线上线下可办、
好办。

方案提出，将高质量推进
“省内通办”和“区域通办”并
推动特色“跨省通办”服务有
序开展。在今年底前，基本实
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异地
就医结算备案、社会保障卡申
领、户口迁移等 74 项高频政
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同
时确定建立线上“跨省通办”
服务渠道，在“吉事办”计算机
端和移动端设立“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吉林省政务服
务‘跨省通办’服务专区”，分
批分期纳入通办事项，推动政
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异地
代收代办”和一件事“多地联
办”。

据悉，省政务服务和数字
化建设管理局已与黑龙江省
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辽宁省
营商环境建设局、内蒙古自
治区政务服务局签署了《政
务服务“区域通办”合作框
架 协 议 书》，将 以“ 区 域 通
办”为突破口，解决企业、群
众 异 地 办 事 面 临 的“ 多 地
跑”“折返跑”等问题，持续
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我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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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孟繁杰

多年前的小村庄，如今成了舒
兰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探其奥秘：
依托自身优势，牵住“牛鼻子”，大力
推动养牛产业是朝阳镇永合村发展
的不竭动力。

“我们村都是精选优质的黄牛
品种，以西门塔尔、利木赞、夏洛莱
为主，肉牛及产品远销到浙江、江
苏、湖南等地。”村党支部书记孙
杰告诉记者，“规模最大的养殖户
养牛270头，最少的也在50头以上，
平均100头左右。”

“那你们可都是百万富翁啊！”
记者与孙杰开起了玩笑。“那可
不”，孙杰自豪地回答，指着路边一
辆轿车说道，“你看这家家的小汽
车，比我这个村书记可气派多啦！”

村民陈海东家的牛棚里，两口
子正熟练地整理着草料，几十头健
硕的黄牛分列两旁，牛鼻子里呼出
的哈气让整个牛棚雾气缭绕，一眼
望不到头。“多亏了我们书记，全村
通过养牛都已经富起来了，家家有
存款，户户有小汽车，好多人家在
城里买了楼房，全过上小康生活
了。”陈海东的妻子快人快语。

目前，永合村黄牛养殖存栏量
1.15万头，黄牛养殖户120户，分布在7个社，固定资
金在3亿元左右，每头牛年纯收入在7000元左右，全
村养牛年纯收入在7000万元以上。

当被问起今后的发展时，孙杰说：“结合全村肉
牛发展的有利条件和潜在优势，我们要转变传统养
殖方式和观念，通过政策引导，逐步向集约化、产业
化发展。在提高养殖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
有决心把永合村黄牛养殖做好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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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冷冰 记者 侯春
强报道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积极响应国家林
草局号召，2020 年 7 月以来，我
省组织白城市、农安县、舒兰
市、敦化市等 9 个市、县承担建
立林（草）长制的实践探索，通
过建立责任、目标、制度和组织
体系，试点区域290.75万公顷林
地和26.87万公顷草原全面落实
了党委、政府资源监管主体责
任。

各试点共设市级林（草）长
10 人，县级林（草）长 383 人，乡
级林（草）长 1838 人，村级林
（草）长3926人，区划网格10260
个，落实网格长和巡护员12098
人，配置“一林（草）一警”1449
人，做到了每一块森林和草原
均有对应的“三长一员一警”，
实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

有人护、责有人担。吉林省林
（草）长制试点取得显著成效。

林（草）长制是指按照“分
级负责”原则，由各级地方党委
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林
长，其他负责人担任副林长，构
建省市县乡村等各级林长体
系，实行分区（片）负责，落实保
护发展林草资源属地责任的制
度。推行林（草）长制，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
新。通过实施林（草）长制，实
现森林草原资源保护从林草部
门唱“独角戏”到党政各部门齐
抓共管的“大合唱”，形成保护
发展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全
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新发展理念，严守自然生态
安 全 边 界 ，有 效 激 发 林 草资
源 保 护 的 内 生 动 力 ，不 断 增
进 群 众 的 生 态 福 祉 ，更 好 地
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

我省是林业大省，省内茂
密的森林是国家北部重要的生
态屏障，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森林和西
部地区广袤的草原是全省建设
生态文明的基础性、战略性资
源。

近年来，林草行业建设发
展过程中，先后遇到了一系列
制约行业创新发展的瓶颈性问
题，亟需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
解决。林草资源保护是全社会
的共同职责，但实际上往往是
林草部门自己在跳“独舞”，没
有形成社会化齐抓共管的合
力，导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沉积下来，久拖未决；资源保护
重点在于山头地块末端落实，
机构改革后，乡镇林业站并入
综合服务中心，职责和机构均
呈现虚化的情况，导致林草工
作末端落实质量难以保证；受
经济利益驱使，多年来，我省林

区蚕食林地、毁林开垦、盗伐林
木、开垦草原等问题一直屡禁
不止，解决这些问题的治本之
策也是要完善和创新森林资源
管理制度。

林（草）长制抓住了“关键
少数”和末端“最后一公里”，由
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主推，各部
门协同发力，以责任落实推动
问题整治。强化山头地块一草
一木的责任管护，使资源管护
扎实落到末端。

作为林草资源管理走向社
会 化 的 重 要 平 台 和 途 径 ，林
（草）长制将林草资源管理的工
作职责和责任担当 上 升 到 了
党 委 和 政 府 的 层 面 ，集 中 力
量 办 大 事 ，有 效 破 解 长 期 制
约 行 业 发 展 的 难 题 ，极 大 地
增强了林草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 修复力量，将为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和美丽吉林建设带来蓬
勃动力。

我省林（草）长制试点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报
道 乾安县从“活、准、实”三
个方面入手，精准施策、靶向
宣传，有力地提高群众对疫
情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提升
应对疫情方法的把握，稳步
推进各项疫情防范工作的开
展。

宣传载体上“活”起来。
在乾安电视台、乾安发布微
信公众号、融汇乾安 APP 及
乾安县融媒体中心抖音号等
平台开设疫情防控专版、专
栏，全方位、多层次、广角度
地宣传党委、政府对疫情防
控工作采取的相关措施和不
同场合防控疫情的小知识等
内容，加强舆论引导，力求使
广大干部、群众学懂弄通疫
情防控知识、政策和措施。
各行政村的大喇叭一天三
次 讲 政 策 、讲 预 防 、讲 要
求、讲后果；网格员在各自
的微信群里转发推送县委

宣传部推送的疫情防控小
知识。

宣传方式上“准”要求。
充分发挥“第一书记”、驻村
干部、镇（办）包联干部、村两
委班子、村医等队伍的作用，
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
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政策、
健康教育知识。针对患有残
疾、智力障碍等特殊家庭，实
行村干部和亲友代理人制
度，确保群众全面精准了解
疫情防控的各项政策。社区
委主任，各村疫情防控网格
员，贪黑起早，入户排查登
记，精准掌握往来人口信息。

宣传效果上“实”到底。
印制《新冠肺炎健康教育手
册》，做到人手一册，引导干
部职工做好自我防护。截至
目前，共计悬挂宣传条幅500
余条，发放宣传单 5 万余张，
通过LED屏滚动播放疫情防
控知识400余条次。

乾安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双辽市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稳定农民工工作岗位、支持农民工返乡
创业、助力贫困劳动力增收脱贫的重要抓手，面向广大农民工群
体，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图为中式面点
培训现场。 王铭禹/摄

本报讯 李红 闫虹瑾 报
道 为统筹做好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应对降雪降温天
气影响“菜篮子”产品稳产保
供工作，近日，省“菜篮子”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紧急
通知。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全省各级
工作领导小组要按照“属地首
责、市长负责”要求，切实扛起

“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政治
责任，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各司其
责，确保“菜篮子”稳产保供各
项措施和要求落实到位。尤
其抓好本地冬季设施蔬菜生
产、外埠产品调运、市场价格
监测、网络负面信息管控等工
作，努力保障春节期间“菜篮
子”产品市场供应，确保不脱
销、不断档，不发生价格暴涨
问题。

应对降雪降温天气抓好
棚室生产。各地要科学分析
本轮降雪降温天气对我省设
施蔬菜生产带来的影响及危

害，及时发布防寒预警信息，
全面落实防灾减灾措施，组织
基层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
做好棚室加固、补光增温、水
肥管理、病害防治等工作，做
好设施蔬菜生产用水、用电、
用煤、用气等要素保障，确保
生产安全。发现作物发生冻
害情况，及时组织农民抢种补
种速生叶类蔬菜，最大限度降
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

全力保障“菜篮子”生产
用工需求。各地要摸清企业
所需，全面了解当地“菜篮子”

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种植
养殖大户用工需求，了解重点
企业雇工和人力市场情况，指
导企业联合社会人力培训机
构，开展网络招聘，拓宽企业
雇工渠道。要就地就近安排
务工，根据疫情风险等级，实
行差异化科学防控，采取“一
企一策”“一园一策”措施，指
导当地临近村、镇人员就地就
近参与务工生产，确保农业生
产经营不停滞，尽可能减少疫
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
的影响。 （下转05版）

省“菜篮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

落实防控措施 确保“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