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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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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生活富裕。柳河县
围绕乡村振兴目标要求，加快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扶
持特色农特产业发展，强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力建
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柳
河县把建设集中连片、设施配
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
能力强的高标准农田纳入首要
日程，出实招下硬功抓好落
实。今年，在3.7万平方米的水
田范围内进行建设改造，通过
新建拦河闸、衬砌明渠、硬化田
间作业道、改造方条田、开展
土地平整等工程，提高水田抗
旱保水能力，进而实现“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截至目前，
今年全县高标准基本农田项

目已完成 90%。在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工人冒着酷暑紧
张施工，对塘坝进行 护 坡 和
防渗处理，同时新建了溢洪
道和输水洞，完工后，可保证
下游300多亩水田的灌溉需要。

念活“山林经”、唱好“果蔬
戏”、打好“特产牌”。近年来，
该县围绕实现农业现代化目
标，不断挖掘人参、葡萄酒、食
用菌、绿色大米等特色产业资
源潜力，打造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提高专业化、标准化、智能
化和精深加工水平，把资源优
势变成产业优势，将生态绿色
特产做成金山银山。今年，立
足县域实际，重点实施了17个
产业项目，总投资约5200多万
元，发展果蔬大棚、草莓大棚。
通过项目建设，带动农民增收，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目前，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6.9
万亩，林果种植面积达到 8.5
万亩，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发展到42个。

同心共筑小康梦，美丽乡
村入画来。近年来，柳河县抓
住我省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的契机，制定出台多种有效
措施，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在实施中，各乡镇
因村制宜、突出特色、展示个
性，有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留
住清新、质朴、自然的美丽乡
愁。目前，15个乡镇正持续加
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今
年将完成 2000 户的厕所改造
任务，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
扮靓村容村貌，提升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罗通山镇依托独有

的景区资源、森林景观、田园风
光和乡村文化，谋划实施了逸
景大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项
目。在砬子村中兴屯打造年代
感和时代感相融合的“东北生
态民俗文化村落”，逐步形成以
罗通山景区为骨干景点支撑、
乡村民宿、特色餐饮、森林氧吧
等休闲旅游为基础的乡村休闲
旅游业发展新格局。

一个个产业项目落地生
根，生态绿色产品行销四方，更
充盈了农民的钱袋子；一座座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窗明屋净，
芳香四溢；一家家民宿、“农家乐”
特色鲜明，游客纷至沓来……拥
有“山上摇钱树、沟谷米粮川、
地下聚宝盆”美誉的柳河县正
朝着产业兴起来、村民富起来、
村庄美起来阔步迈进。

迈向“兴富美”
——柳河全力打好乡村振兴“组合拳”

□ 孙钟萱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李慧龙 记者 郭
小宇 报道 7 月 22 日，由白山
市委、市政府、团中央青年发
展部联合举办的 2021 年“赓
续红色百年·筑梦青春白山”
百所高校进白山全国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启动
仪式在白山市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实践团队代表、大学
生“返家乡”活动代表、青年志
愿者代表及媒体记者近 500
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举行了志愿

者、实践团队授旗仪式，高校
代表授予长白山干部学院“长
白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牌
匾”。吉林大学杨金生、南京
大学丁梓健、青年志愿者协会
徐凤鑫分别代表实践团队、

“返家乡”大学生以及全市所
有志愿者发言。

据了解，自2019年开始，
已有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16所高校在长白山
干部学院建立教育实践基地，
今年，又有中国矿业大学、太

原理工大学等11所高校在白
山建立教育实践基地，继续搭
建高校与白山红色革命教育
连接的纽带。

自2016年开始，“百所高
校进白山”活动已成功举办四
届，今年为第五届。本届活动
坚持以“受教育、长才干、作贡
献”为宗旨，按照“按需设项，
据项组团，双向受益”的原则，
分为大学生基层岗位实践、大
学生暑期团队社会实践两条
主线。大学生将扎根基层，研

学实践，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红色历史寻访、助力乡村
振兴、我为白山发展建言献
策、长白山文化溯源体验、青
年志愿服务以及与白山优质
企业、众创基地对接等系列活
动，并通过一次主题宣讲、一
次党史学习、发表一篇新闻稿
件等形式分享感悟。来自全
国百所高校的 60 支实践团
队，近 600 名青年学子，将深
入全市 37 个乡镇、15 个街道
开展各类实践活动。

百所高校进白山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专项活动启动

洮南黑水西瓜的老把式，大通乡黄花村房春林、梁影夫妇十

几年来摸索出一套独特的种植技术，种植的小礼品西瓜早早上

市，随后大地早西瓜开园，西瓜达到20多斤，“西瓜王”百斤左右。

最后晚西瓜上市，抢占夏季至秋季的西瓜消费节点。今年，早西

瓜种植11亩，被山东瓜商预定。随后瓜地复种荞麦，地不闲获得

好收益。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夏厚禹 报道 7 月 21
日，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座谈会
在长春召开。本次座谈会由农业
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主
办，省土壤肥料总站承办。来自
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省（市、区）
农田建设管理部门、土肥管理部
门和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县农业
农村局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及
相关领域专家参加会议。

在参观了农安县陈家店中国
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长春
示范区和玉米秸秆条带还田保护
性耕作现场后，参会人员围绕贯
彻落实《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
施方案(2021—2025 年)》，总结交
流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经验
做法，研讨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
中标准示范区建设,构建黑土地保
护综合技术模式和建立黑土地保
护利用相关项目实施结果上图入
库制度等工作。

近年来，我省颁布实施了国
内首部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将每
年 7 月 22 日设为“吉林省黑土地
保护日”，在全国首创测土配方施
肥信息系统，建立全国首家黑土
地保护院士工作站，研发生产了
全国第一台牵引式重型免耕播
种机，制定了全国第一个保护性
耕作技术规范，总结形成了东部
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
改良培肥 3 种区域保护模式，探
索建立吉林黑土地保护10大技术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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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洋 报道今年以来，辉南县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
针，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生命至上，责任
靠前、主体延伸，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统
筹协调、科学处置”的应急工作理念，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统筹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抓实防灾减灾，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夯实责任。上
半年，多次召开县安委会全体（扩大）会
议、全县春季森林防火工作会议及全县
防汛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
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及时解决安全
生产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县应急管理
局代表县政府与各乡镇、县安委会有关
成员单位签订了《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
目标责任状》，层层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深入排查隐患，抓好安全生产。年
初以来，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各乡镇、街
道、各部门加强安全监管，特别加大对道
路交通、燃气、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
筑施工、非煤矿山、人员密集场所、特种
设备、农机、冶金、城市建设运行及火灾
防控等重点行业领域的检查力度和频
次，对发现的隐患采取零容忍监管态度，
督促企业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截至目前，全县共派出检查组 246
个，出动检查人员 1382 人次，检查企业
1690户次，排查隐患2403项，已整改2363
项。

开展森防工作，强化督查检查。明
确县、乡（镇）、村、农户以及林业主管部
门和国有林场层级包保责任制，进一步
强化、细化五级网格化责任体系的执行
与监督。清明节及“五一”等高火险时
段，县应急管理局领导班子全部深入到
各乡镇，开展森林防火督查检查，确保全

县火灾形势平稳可控。春季防火期间，全县共张贴《吉林
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5000多份，设立防火旗3000多
面，悬挂条幅400多条，出动宣传车300多台次。

落实防汛责任，做好准备工作。结合天气情况，县应
急管理局开展了防汛督查检查工作，详细查看了县防汛抗
旱预案、抢险队伍组建完善情况、抢险物资储备情况等，督
促各乡镇进一步全面、扎实有效开展好防汛准备工作，确
保安全度汛。

强化宣传教育，提升安全意识。以“落实安全责任，推
动安全发展”为主题，县应急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
展了第20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号召各乡镇、各有关部门
以多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
方法等，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截至目前，已悬
挂条幅20余个，发放宣传手册3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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