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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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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党100 周年，近

日，乾安县退休干部柳忠山自

筹资金5000元，购买设备，召

集文艺爱好者组成演出团，他

们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讴

歌党的丰功伟绩，歌唱美好幸

福的新生活。图为演出现

场。 王殿海/摄

本报讯 李军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为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服
务乡村振兴工作本领，4 月 25
日，我省“乡村振兴大讲堂”暨深
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培训班在长春开班。活动由省
委组织部、省农业农村厅主办，
由吉林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吉
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农村经济
研究中心承办，邀请著名“三农”
问题专家温铁军作题为《农业
4.0与乡村振兴》的讲座。

举办大讲堂的目的，就是引
导全省“三农”干部，进一步增强
推进乡村振兴的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以走在前列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主动作为，真
抓实干，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

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有序推进帮扶政策调整，严格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做好脱贫
攻坚帮扶政策梳理，确保平稳过
渡、无缝衔接。健全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密切跟
踪重点监测对象，切实做到早发
现、早帮扶、早清零。摸清扶贫
产业项目和资金资产底数，建立
管理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实现长久稳定发展。做好工作
衔接，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
队伍不散、干劲不减。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
严格落实粮食生产责任制，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重点抓住“田、技、人”三个关
键。“田”就是压茬推进年度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确保如期保质
完成。突出抓好国家黑土地保
护利用项目实施，全面推广保护
性耕作“梨树模式”，确保面积达
到2800万亩以上。“技”就是坚持
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内涵式增
长道路，加快推动种业创新发
展，突出抓好抗灾保粮、虫口夺
粮等各项措施落实。“人”就是落
实好各类惠农及农业保险等政
策，加快推动统防统治、土地托
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让农民

种粮更有积极性。
加快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这是实现“农业大省”向“农业强
省”转变的关键。今年，省里明
确“十四五”时期打造农产品加
工业和食品产业等 3 个万亿级
产业，作出打造“十大产业集群”
的总体安排。在工作推动层面，
要加快建立健全群长制，形成上
下贯通工作体系。坚持规划先
行，省级层面要加强规划统筹

“一张蓝图绘到底”，市县层面要
拿出具体实施方案“照着总图施
工”。抓好项目储备，为开展招
商活动打好提前量。在产业发
展层面，要做出“特色”。立足现
有基础和优势，积小成大、聚少
成多、补链强链，分类做好作足

“粮、菜、果、肉、药、林、新”等产
业文章。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这是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激发农
村资源要素活力，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一环。要在激活土
地要素求突破，做好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再延长30年政策调研，扎
实推进九台区、梅河口市、通榆
县 3 个宅基地改革试点。要在
激活资产要素上求突破。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加
快推进农村“三变”改革，为农村
集体经济加快发展赋能。要在
激活经营主体活力上求突破，抓
好示范创建，加强规范管理，重
点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样板
农场”“标杆社”。

突出抓好乡村建设行动。
稳妥推进村庄规划，坚持先规划
后建设，看准的先建设、看不准
得等一等，既做到旧貌换新颜，
也要保护好传统村落和特色乡
村风貌。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实施好农村道路、供水、新基
建、电网、电气化五大工程。启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滚动抓好“三清一改一建”，
统筹做好农村改厕、污水治理、
垃圾收储运等工作，创建1000个
3A 级标准示范村，完成 16 万户
农村改厕等任务。

“乡村振兴大讲堂”开讲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本报讯 张伟 王淋 记
者吴连祥报道 梅河口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充分发
挥行业职能作用，大力扶
持发展水稻产销新模式，
使“吉田订制”走在了全省
前列。近日，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调研组专程前来
调研。

“吉田订制”是将我省
现有的资源优势和生态优
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大
程度地提升吉林大米的附
加值，培育吉林大米高端
客户，延伸大米产业链条，
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梅河口市开展“吉田
订制”始于 2014 年，时称

“私人订制”。当年，曙光
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与长
春市一家客户签订了 20
亩水田的“私人订制”合
同，对方要求种植过程不
使用化肥农药，在整个农
事活动季节，客户 6 次不
邀而至，查看田间生产情
况，非常满意。合作社秉
持诚信完成了春种秋收，
合同履约后，每亩水田增
收 3000 元。这一模式也
被上级部门认可，成为我
省开展“吉田订制”的“鼻

祖”和样板。
为了发展壮大“吉田

订制”项目，梅河口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积极协调上
级部门，帮助企业、种粮大
户安装了“吉林大米质量
安全可追溯系统”、水稻田
间监控系统。会同农业部
门，推广有机水稻种植技
术，提升了梅河大米质量
安全的可信度，促进了“吉
田认购”项目的开展。

拓 展 销 售 ，扶 持 建
店。组织企业、合作社在
浙江、上海、福州等地举办
展 洽 活 动 ，拓 展 外 销 渠
道。组织天成米业集团有
限公司等企业携带产品、
电饭锅，深入上海市社区
举办推介活动。同时，充
分发挥资源和信息优势，
帮助企业在浙、沪、渝等地
开设旗舰店、专营店，并帮
助争取政策扶持，使他们
的经营状况持续向好，促
进了“吉田订制”的开展。

善 用 传 媒 ，广 泛 传
播。充分利用传统媒体、
新媒体，多维度、广视角开
展宣传，先后在新华网、人
民网、吉林日报、吉林农村
报、吉林城乡网发布报道、

专刊 30 多篇。通过宣传
推介，扩大了梅河口大米
的知名度，也为推行“吉田
订制”产销新模式打下了
坚实基础。看到报道后，
上海、浙江、河北等地的企
业纷纷来梅河口考察，与
企业、合作社洽谈“吉田订
制”项目。前不久，十八锅
米业又与上海润雯粮油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吉田
定制”合同，订制面积达
2000 亩。2018 年，全市大
米企业被认购稻田 2018
亩，2019 年增至 3670 亩，
2020 年达到 4274 亩。今
年，“吉田订制”面积可望
大幅度攀升。

4 月 23 日，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调研组深入曙
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基
地进行调研指导，对合作
社发展绿色种植产业，打
造休闲观光农业项目给
予好评。随后召开了调
研座谈会，梅河口市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领导、资深
水稻专家、重点企业负责
人介绍了大米产业发展、
梅河优质米品牌价值和

“吉田订制”项目开展情
况。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御米”价值

梅河口“吉田订制”领跑吉林

本报讯 刘静静 任泽滔 记
者 侯春强报道 大安市把精神
文明建设同疫情防控、生态环
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有效衔接，全面实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工程，抓实“四
个注重”，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
教育，深入推进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最大限度激发干群的
爱党之情、报国之志。

注重价值引领，凝聚精神文
明推动力。深入贯彻《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评
选文明乡村、文明之星及提名
奖 40 个，评选大安好人 46 人，
23 人次荣获吉林好人、省优秀
志愿者、新时代吉林好少年荣
誉称号。红岗子乡南岗子村荣
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大安
分公司荣获全国文明单位称
号。

注重文明实践，凝聚核心
价值向心力。出台《关于深化
拓展大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组建两处新时代文
明实践综合服务中心、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23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223个，全年共开展文明
实践活动2200场次，助力农民
全面发展、农村全面进步。

注重志愿服务，凝聚疫情
防控助动力。印发《关于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倡议
书》，招募2100位志愿者投身抗
疫工作。进一步做好全县移风
易俗工作，持续推进“四坚持四

反对”，疫情防控期间共取消婚
庆宴、生日宴等红事操办 709
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示
范作用，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
传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参与
移风易俗，遵守乡规民约。

注重问题导向，凝聚精神
文明建设协同力。深化拓展文
明实践，建立健全“中心吹哨、
部门动员、各方参与”工作机
制，构建点多面广、功能完备

“15分钟服务圈”。积极争创省
文明城市，制定《大安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启
动新一轮创城工作。把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与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嫩江湾5A景区创建等结合
起来，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让群众的生活“美”起来，把群
众的内心“亮”起来。

抓实“四个注重”

大安全面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工程

本报讯 陈梦昕 记
者 徐文君 报道近日，
磐石市组织召开 2021
年保护性耕作现场演
示会。活动中，市农业
机械技术推广站的负
责同志详细讲解了免
耕播种技术及免耕播
种机的调整和使用方
法，演示如何进行保护
性耕作作业。

保护性耕作作为
以农作物秸秆覆盖还
田、免耕播种为主要内
容的现代耕作技术，在
有效秸秆还田的同时，
提高土壤的透水、透气
性，减轻土壤风蚀、水
蚀,增强土壤肥力和保

墒抗旱能力，扩大农业
生态和经济效益。

“ 保 护 性 耕 作 技
术，不仅可以有效阻止
秸秆焚烧，播种到地里
后，株距和行距非常均
匀，避免了传统种植的
欺苗现象。种子所需
的水、气、热都非常均
匀，有利于种子的发芽
生长。”磐石市农 业 机
械 技 术 推 广 总 站 站
长 王 虹 介 绍 。 通 过
现 场 演 示 和 讲 解 ，参
会 人 员 直 观 地 看 到
免 耕 播 种 机 的 作 业
效 果 ，对 黑土地保护
性耕作技术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磐石：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

本报讯 张琰报道
4月24日，中国珲春密
江大麻哈鱼放流节活
动在吉林密江河大麻
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举行。11
万尾大麻哈鱼鱼苗被
投放到密江河中，顺流
进入图们江，开始新一
轮的繁衍生息。

此次放流活动由
珲春市密江乡政府主
办。在放流现场，大量
鱼苗被源源不断地投
放到水流中，为密江河
水域再添生机。与此
同时，前来参加放流活

动的珲春市民和外地
游客，还欣赏了独具特
色的朝鲜族舞蹈、歌
唱、洞箫表演，品尝了
当地美食。

据了解，我省已连
续 11 年不间断向图们
江放流大麻哈鱼，累计
放流量达 700 多万尾，
有效增殖了图们江洄
游性鱼类资源，改善了
图们江洄游性经济鱼
类的生态环境，使图们
江水生生物资源得到
明显恢复，进一步稳固
和提升了我国大麻哈
鱼的“鱼源国”地位。

珲春：11万尾大麻哈鱼苗放归密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