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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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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是绿色发展
快步向前的五年；过去的五
年，是产业振兴蓬勃发展的五
年；过去的五年是村容更美乡
情更浓的五年。

全面推进“一谷一城”建
设，提升村级党组织组织力，
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促进村屯
互通互助，着力提升村屯“造
血”能力，积极探索乡村治理
现代化……如今临江市蚂蚁
河乡党员服务人性化，干群
关系亲密化，村屯建设均衡

化，实现了共赢共富的发展
目标。

党建领航，“群雁”齐飞

蚂蚁河乡党员干部始终
保持党员先进性、引领性和方
向性，在乡村建设中发挥出创
业冲锋号、致富集结号的作
用。每名党员对15户村民进
行包保帮扶，每年每个联建村
至少安排两名村干部到领建
村担任村书记或村主任助理，
每名干部轮岗锻炼时间不少
于1个月。与此同时，全乡注
重村干部后备力量的“双向培
养”，每村确定2名以上培养对
象，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
人，把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
员，对症下药，解决村级班子
建设水平不高的问题。最后
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先行，强
班子，聚合力，达到促进发展
的目的，为推动强村富民和乡
村治理提供新动能，助力新引
擎。

“输血”治标，“造血”治本

在充分尊重农民自主经
营生产的基础上，蚂蚁河乡着
力培养农民生产经营的技术
含量及优势互补，以农民增
收共赢共富为目标，推进产
业强村，互通助村，人才留
村，技术兴村。积极引进对
接龙头企业，推进“企业+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产业
发展模式。

五年来，蚂蚁河乡农业生
产总值完成 2.5 亿元，同比增
加 76%；畜牧业创历史新高，
家禽家畜由一家一户的传统

养殖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和
标准化养殖的转变，由5年前
的 80 万羽提高到现在的 100
万羽，肥猪出栏保持在1万头
左右，黄牛存栏由1500头提高
到2500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 20786 元和 11573 元，年均
增长 6%左右；招商引资和固
定资产投资均超额完成市委、
市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指
标。同时进一步发展了水稻、
葡萄、中草药种植、黄牛养殖，
肉鸡、蛋鸡养殖，以及生猪养
殖等产业项目，邱家岗村大花
蕙兰、冬季滑雪项目已全部打
造完毕，走出了自主“造血”的
新途径，发挥出优势先行村的
支点作用，撬动起区域协同发
展的整体杠杆，增进共同“造
血”新动能。

发展有章法 致富花盛开

蚂蚁河乡整合各村在产
业发展中的优势资源，实行

“产业发展、项目联代、多村捆
绑”等形式。蚂蚁河村有大米
生产加工销售的成熟产业链，
组织其他村屯35岁以下优秀
青年到蚂蚁河村集中学习，分
享交流生产及技术经验。走
大村联小村，强村帮弱村，先
行促迟缓的协同发展方式，统
筹规划，联动合作走活“全乡”
一盘棋。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搞活
村屯经济，除了自上而下的政
策措施、联动互助、优势互补，
农户积极参与，自觉配合，激
发了农民的内在活力，点燃

“富民”一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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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仍
然复杂严峻，决不可有任何厌战
情绪、决不可有半点松劲心态、
决不可有丝毫侥幸心理。众志
成城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必
须全力以赴抓好农村疫情防控，
全面有力有效科学防控。

彻底阻断疫情扩散蔓延，关
键在于管住人。农村是群防群
控的第一线，也是战胜疫情的
关键一环，必须织密农村疫情
防控网，守住农村这个广阔天
地。当前，在全省上下的共同
努力下，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有
效推进，任务十分艰巨。在最
吃劲的关键阶段，我们一定要
把农村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
重，采取更严的标准、更细的举
措，全力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

墙铁壁”。
全力以赴抓好农村疫情防

控，要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要坚持问题导向，查找漏洞、补
齐短板，严之又严、细之又细，不
给疫情传播以可乘之机。要充
分发挥乡镇医院、村卫生室“哨
点”作用，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牢牢把握防控主动权。要
落实春节返乡“新规”，严格落实
春节返乡人员的疫情管控措施，
加强返乡人员管理，确保返乡人
员信息全登记、核酸全检测、健康
全监测。

全力以赴抓好农村疫情防
控，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要贯彻落实国家卫
健委发布的《冬春季农村地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坚
定不移压实“四方责任”，一级对
一级负责，一级帮助一级解决问
题，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
实责任，织密基 层 防 控 网 络 ，
筑牢“防火墙”。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广 大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认
真 落 实 各 项 疫 情 防 控 要 求 ，
坚 决 做 到 哪 里 任 务 险 重 ，哪
里 就 有 党 组 织 的 坚 强 领 导 、
哪 里 就 有 党 员 的 担 当 作 为 ，
让党旗始终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高高飘扬。

全力以赴抓好农村疫情防
控，离不开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
配合。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
众、凝聚群众，形成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的良好氛围。一方面加

大宣传，提高农民群众防护意
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勤通
风、少串门、少外出要求；另一方
面，着力培育良好文明乡风，引
导农民群众弃旧俗、树新风。新
春佳节在即，返乡过节人员增
多，要倡导“喜事缓办、丧事简
办、宴会不办”，以减少人群聚
集，不要让人情往来成为病毒的
最大通道。

全力以赴抓好农村疫情防
控，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
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
争。只要我们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不断织密织牢农村疫情防控
网，就一定能守护好我们共同的
家园，一鼓作气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这场硬仗。

全力以赴抓好农村疫情防控
——论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 吉林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 杨悦 报道 1月
28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召开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会议，经过 5 年不懈
奋斗，全省贫困县全部摘
帽、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如期完成
新 时 代 脱 贫 攻 坚 目 标 任
务。

会议指出，脱贫摘帽不
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必须下更大功
夫、想更多办法，以更有力
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
量，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
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接续
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
章”。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顺
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
转移的新形势新要求，把实
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
重中之重，持续做好防止返
贫监测帮扶，巩固“两不愁
三保障”成果，推动易地搬
迁后续扶持，管好用好扶贫
资金项目和资产，坚决防止
出现规模性返贫。要扎实
做好工作重心调整和举措
衔接，重点支持脱贫地区发
展，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
业，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
业，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

态化帮扶。要稳妥推动政
策衔接过渡，保持主要帮扶
政策总体稳定，聚焦转向乡
村振兴分类优化完善原有
政策、研究推出新的支持举
措。要平稳有序做好机构
和队伍调整，保持机构队伍
总体稳定，调整优化具体职
能，更好发挥一线帮扶队伍
作用。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
对衔接工作组织领导，坚持
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
共同抓和省负总责、市县乡
抓落实工作机制，延续并发
挥好定点帮扶、民企帮扶等
社会力量参与帮扶作用，强
化考核推动，确保各项衔接
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张燕超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为扩
大温室蔬菜生产规模，增加重点疫情防控
地区“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让城乡居民
吃上“放心菜”，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依托59
家省级“菜篮子”科企融合示范基地，全面
启动“菜篮子”对口应急保障基地建设。

扩大设施蔬菜生产。省农业农村厅筹
措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长春、通化、松
原等地扩大本地设施蔬菜生产规模，引导
农民抢种补种小白菜、菠菜、芹菜、油麦菜
等速生叶类菜，快速补充地产新鲜蔬菜供
应。同时，对销往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菜
篮子”应急保障基地生产主体进行补助，引
导蔬菜生产企业、合作社就近就便优先保
障疫情防控地区“菜篮子”市场供给。

开展生产技术指导服务。依托省蔬菜
花卉研究院设施蔬菜生产方面专家队伍，
与各应急保障基地生产主体建立科企融合
常态化联系，开展点对点精准技术指导服
务。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加大对应急保障基
地的技术支持力度，安排人员深入生产棚
室现场开展技术指导活动。

加强“菜篮子”产销协作。通过手机微
信、官方网站等及时发布全省“菜篮子”对
口应急保障基地主要蔬菜品类、本茬口产
量、生产主体联系方式等信息，指导长春、
通化、松原等农业农村部门主动对接各应
急保障基地，建立完善应急保障协作机制，
引导基地优先保障疫情防控重点地区“菜
篮子”市场供应，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产
得出、运得走、供得上。

我省启动“菜篮子”
对口应急保障基地建设

乾安县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为目标，着

力打造了乾安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图为工人在园区

的温室大棚内劳作。 崔立超 丁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