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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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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数九寒天，但项
目建设不停歇。连日来，
长白山开发区结合实际，
科学谋划、合理安排工
序，把对温度没有特 殊
要 求 的 工 程 安 排 在 冬
季 ，争 取 项 目 早 竣 工 、
早 投 产 、早 达 效 ，为 全
区 2021 年 一 季 度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既 定 目
标提供项目支撑保障。

笔者在长白山高铁
站配套设施工程现场看
到，塔吊林立，运料车往
返穿梭。越冬维护的工
人们，正对路基填料进行
集中备料存放，确保2021
年复工后第一时间开始
路基施工；落客平台匝道
桥钢箱梁制作已全部完
成，计划1月末完成全部
钢箱梁安装工作。这是
长白山管委会重点亿元

以上攻坚项目，是一项交
通枢纽工程，主要由地下
停车场及转运中心、道路
等基础设施工程、锅炉房
工程、地下停车场人防工
程四部分组成。该项目
总投资 10.27 亿元，规划
建设用地面积61.37万平
方米。据站房项目部经
理樊军介绍，为了保证站
房施工的延续性及顺利
完成站房施工任务，自进
入冬季施工以来，项目部
立即调整现场施工任务，
根据长白山地区气候特
点由土建施工转入重点
电气、水暖施工。

在池西区大黄泥河
生态整治及修复工程现
场，这个总占地141万平
方米、可研估算投资 6.9
亿元、初设投资概算约
7.4 亿元、治理河道长度

约 13.7 公里的山水林田
湖草修复工程项目，正在
对a、b、c三个拦河坝进行
设备采购及安装，目前b
坝设备已进场，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工作；a 坝和 c
坝设备预计 1 月末前到
场，3 月份安装完毕。其
次受 2020 年台风影响，
已清淤完成的原河道，需
重新进行清淤处理工作，
目前正在对 c 坝下游原
河道进行清淤 处 理 工
作 。 项 目 负 责 人 王 恩
志 告 诉 笔 者 ，截 至 目
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6.4
亿元，其中工程投资4亿
元，生态搬迁费用 2.4 亿
元。

“力争变冬闲为冬
忙，抢抓项目建设进度。”
这是长白山开发区建设
者们简单而朴素的心声。

天寒人不闲 数九战犹酣
——长白山开发区项目建设掠影

□ 韩金祥

本报讯 佟粒玮 陈倩倩
记者 郭小宇报道“十三五”期
间，临江市苇沙河镇以“生态立
镇、产业强镇”为发展目标，突
出抓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民
生实事、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
工作，实现了全镇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稳步发展。

五年来，苇沙河镇紧紧围
绕“发展生态经济，建设产业强
镇”这一目标，着力实施“生态
立镇、旅游兴镇、产业强镇、特
色富镇”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不断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十三五”期间，共有 3 家企业
先后落户，投资总额6.05亿元；
2019年总投资2.6亿元的临江
市鑫源矿业有限公司落地投
产，发展动能实现转换提升，发
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优化。

该镇还不断壮大小微企业
发展规模，鼓励各村依据自身
特点，通过盘活闲置资产、以商

招商等形式，以五味子烘干、蓝
莓精深加工、粮油精深加工、
中药材和食用菌种植等为切
入点，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
济，打造培育绿色健康产业
链条。

五年来，苇沙河镇不断加
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
进“一谷一城”建设工作，种植
业由“多产量”向“精质量”转型
升级。截至目前，共发展长白
山食、药有机作物6128.9亩，占
比全镇土地确权面积 40%以
上。

经过几年的发展，苇沙河
镇的金丰玉种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蓝莓种植基地，蓝莓种
植面积达到 500 余亩，蓝莓果
通过本地零售、批发、电商、微
信等方式远销到辽宁、北京等
地，年均销售额达 120 万元。
他 们 还 雇 用 80 余 名 本 村 和
外村的村民进行日常田间管

理和采摘，蓝莓果成了当地
农民增收的“致富果”。合作社
负责人焦争光介绍：“特别是在
推进‘一谷一城’建设中，镇党
委、镇政府在资金、土地和政
策上全力支持，我们有信心
将蓝莓产业做大做强，带动
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

北五味子、大榛子、文冠
果、蒲公英、沙棘……农业特色
化、产业化、品牌化的潜力得以激
发，为该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苇沙河镇辖 5 个行政村，
有省级贫困村1个。五年来该
镇始终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在深入排查的基础上，
列出问题清单、工作清单和责
任清单，对标对表制定帮扶计
划、狠抓落实，确保了各项扶贫
政策落实落细。

发展产业脱贫一批。结合
资源丰富的优势，坚持因地制

宜、优势互补、市场导向原则，
重点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有机
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光伏等
产业，拓宽贫困群众的增收渠
道。

就业脱贫一批。通过“扶
贫特岗”、非全日制公益性岗位
和技术培训自主谋业等方式帮
助贫困户增加收入，托底安置
贫困劳动力就业，切实织密兜
底贫困群众就业“保障网”。

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最低
生活保障、特困供养应纳尽纳，
全镇贫困户纳入低保范围 52
户73人、特困供养2户3人，新
农合参保缴费率达100%。

改善基础设施保障一批，
自 2016 年以来不断加大资金
筹措力度，贫困村基础设施建
设累计投入资金 385.18 万元，
贫困户60户85人“两不愁三保
障”和安全饮水问题全部得以
保障。

硕果飘香满枝头 奋斗实干显初心

苇沙河镇经济发展风头正劲

本报讯 彭丹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安图县群众诉求受理服务
中心根据县委、县政府“一转二接
三入四员五阵地”的总体要求，发
挥诉求平台优势，由上诉受理向
下访诉求转型，不断创新社会治
理新模式，建立了为民服务“责任
墙+回音壁”工作机制，做到群众
有所呼，我必有所应，进一步推动

“入农村”工作扎实开展。
“2019年秋天，一场山洪把山

道冲毁了，眼看马上就秋收了，大
家都担心山上的粮食运不回来，
所以我们就向村里反映，没想
到几天时间道就修好了，一点
儿也没耽误秋收。”安图县永
庆乡金盛村村民任伯兰高兴地
说。

村内道路不平、出行不便，边
沟年久失修、排水不畅，已脱贫的

贫困户是否享受扶贫政策，村中
产业项目发展进度情况……一条
条群众焦点诉求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出现在“责任墙”上，而“回音
壁”每个问题都明确整改情况、未
落实情况说明、群众满意度等，村
民想知道、想了解的应有尽有、一
目了然。

据了解，2018年，安图县制定
下发了《关于建立为民服务“责任
墙+回音壁”工作机制的实施方
案》，要求各乡镇发挥好村屯诉求
服务点、乡镇民事民议工作站作
用，建立工作台账和销号制度，实
行动态管理，随时发现或出现的
问题要及时“上墙”，解决完成的
问题要及时“下墙”，正在整改的
问题要定期公布进度，个别整改
难度确实较大的问题要说明问题
原因，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

限。“责任墙”上的每一个问题，都
要在“回音壁”上一一做出回应、
公示，确保进度、举措、落实情况
公开。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对群众
最关心、最迫切、最期盼，最想办
的热点焦点问题，安图县群众诉
求受理服务中心坚持一件一件查
摆，一项一项梳理，确保走访群众
全覆盖、民生诉求全回应、民事办
理全透明、群众监督全方位，实现
百姓“出题”、干部“答题”、群众

“打分”良性互动。2020年，通过
征集筛选和上报，梳理出群众反
映的各类问题1177项，解决1134
项，不仅有效地将问题化解于萌
芽状态，更是在听民声、解民忧、
办实事中推动干部作风明显转
变、服务意识明显增强，群众满意
度显著提高。

安图：百姓“出题”干部“答题”

洮南市胡力吐

蒙古族乡开展最美

家庭评比，鼓励村

民争当最美家庭。

图为村干部与驻村

扶贫人员为双庙村

最美家庭杨景臣、

王桂芝家送来“最

美家庭”光荣牌和

奖品。

邱会宁 范海辉 /摄

本报讯丁晓云 闫虹瑾 报道 为推
进我省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科技
对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支撑作用，
促进绿色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加快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日前，省农业
农村厅发布了《吉林省 2021 年农业主
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2020 年，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
农业科研和推广单位对玉米、水稻、大
豆等主要农作物进行了品种试验、示
范及鉴评，经专家评定，优选出适合不
同区域种植的农业主导品种115个，其
中，玉米品种49个、水稻品种34个、大
豆品种32个，筛选出农业主推实用技
术49项，以此作为2021年全省农业主
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其中玉米主导品种（49 个）：中熟
区（22 个）：天育 108、吉单 83、吉农玉
1881、吉单953、凤田310、吉单1402、吉
单 66、辽玉 1 号、吉农玉 2300、必祥
809、利单 771、必祥 199、福莱 77、梨玉
818、凤田 503、锦华 228、先玉 1619、凤
田501、桦单568、华农159、先玉335、天
农九；中晚熟—晚熟区（27个）：禾育9、
禾育301、泽奥718、先玉1483、吉单56、
桦单 398、吉单 50、吉农玉 2988、迪卡
159、吉农玉1669、吉单96、九单918、德
禹 101、凤田 180、吉农大 598、金园 15、
优迪919、C3288、优旗698、富民58、吉
农大585、翔玉998、吉农玉719、金园5、
郑单958、良玉99、京科968；

水稻主导品种（34 个）：中早熟组
（5个）：九稻325、吉大7、宏科181、东稻
122、通院 331；中熟组（11 个）：吉农大
667、吉农大531、通科68、长粳616、吉粳305、九稻78、
吉大158、吉大319、通禾829、长乐520、吉农大679；中
晚熟组（11个）：通育269、通系945、通禾885、通禾868、
九稻617、吉粳515、吉粳528、吉大817、吉大398、新育
40、通禾861；晚熟组（7个）：通科39、吉农大158、吉粳
812、吉粳816、吉粳830、通系943、吉洋100；

大豆主导品种（32个）：中晚熟生态区（5个）：吉农
84、九农 39、吉农 75、吉育 508、吉育 554；中熟生态区
（10个）：长农39、吉农28、吉育86、长农35、吉育407、吉
育441、吉农43、吉育403、吉大豆19号、长农45；中早熟
生态区（11个）：长密豆30、吉农38、吉育308、吉育47、
吉育303、吉育69、吉农71、九农43B、长农17、长农26、
吉农35；早熟极早熟生态区（6个）：吉育259、吉农45、
吉育202、吉育203、黑农48、雁育豆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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