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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强 张力军 报
道 为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持续提
升耕地质量，牢牢守住耕地
红线，日前，省委、省政府出
台全面推行“田长制”的意
见，建立全流程、全链条、全
覆盖农田保护机制和监管网
络。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三个
结合。以实施“田长制”为抓
手，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坚决制
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

“非粮化”，全面提升农田保
护利用水平。与农田布局建
设相结合。全面落实国家
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农业
生产布局，划定粮食生产功
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
治，科学、有序开发耕地后备

资源，落实好高标准农田建
设任务，因地制宜实施秸秆
还田、增施有机肥、深翻深
松、养分调控等土壤培肥改
良 技 术 ，加 强 对 盐 碱 化耕
地、酸化耕地等退化耕地改
良治理，打造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的优质良田。与黑土地
保护利用相结合。加强水土
流失综合防治，优化配置工
程措施、农艺措施和管理措
施，加强退耕还林、沟道防治
等综合治理，构建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体系。合理确定耕
地在农业内部的用途，实施
中部半湿润区提质增肥、东
部湿润区固土保肥、西部半
干旱区改良培肥的保护利用
模式，因地制宜推广保护性
耕作技术，合理确定设施农
业用地规模，确保永久基本
农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
产。与农田监管相结合。严

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形成
耕地保护监管“一张图”，建
立政府主要领导和村委会主
任负责的县乡村三级联动全
覆盖的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
体系，从严控制非农建设占
用耕地。加强政府执法监管
部门与公安、检察、法院等机
关的工作衔接，依法打击非
法占用、破坏和污染耕地违
法行为。对耕地保护领域侵
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检察机关依法提起
公益诉讼。

坚持上下联动，设置五级
田长。按照党政同责、依法依
规，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责
任明确、治理有效、监管到
位、奖惩分明的田长制制度
体系。省市县三级设总田长
和副总田长，总田长由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对
本辖区内田长制工作负总

责，统筹本辖区农田布局、保
护、建设、利用和监管工作；
副总田长由党委分管农村工
作的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自
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
的负责同志担任，对田长制
建立、推行、督导、考核等工
作负分管责任。乡村两级设
田长，由乡级党委、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和村党支部书记、
村（居）委会主任担任，乡级
田长对本辖区内田长制工作
负直接责任，将农田布局、
保护、建设、利用和监管工
作落实到位；村级田长对本
辖区内田长制工作负具体
责 任 ，将 保 护 利 用 任 务 落
实 到 具 体 地 块 。 建 立 工
作 推 进 机 构 。 省 市 县 三
级设田长制办公室。乡村
级 田 长 制 办 事 机 构 的 设
置 ，由 县 级 党 委 政 府 研 究
确定。

持续提升耕地质量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我省全面推行“田长制”

本报讯 孟玉丹 记者 吴
连祥 报道 吉林天衡药业高
端制剂生产平台正式投产、耘
垦集团梅河口肉鸡产业项目
正式投产……11 月以来，梅
河口高新区大项目、好项目相
继竣工达产，为梅河新区高质
量发展打下了产业基础。

先行先试，善作善成。秉
持这一理念，梅河口高新区主
动融入新时代吉林振兴全局
和梅河新区建设大局，坚持把
项目建设贯穿发展始终，坚决
扛起打造梅河新区高质量建
设核心区的使命任务，成为梅
河口经济建设的主战场、项目
建设的排头兵、产业发展的主
力军，综合实力连续两年位居
全省前列。

坚持项目为纲、产业为
王，培育壮大产业项目。坚定
不移走开放合作道路，把项目
建设、有效投资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十三五”以
来，累计引进建设产业类项目

126个，总投资达到516亿元，
为梅河口发展和梅河新区建
设提供了经济支撑。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谋划建设项目，
以梅河口“4+3+N”现代产业
体系为依托，先后与广州江楠
集团、传化集团、泸州老窖等
一大批行业领军企业签定合
作协议。

坚持集群发展、规模发
展，打造百亿级项目集聚平
台。围绕打造中国北方食药
健康城目标，规划建设医药健
康产业园，着力打造糖尿病、
抗肿瘤、心脑血管、高尿酸血
症4个百亿级药品生产基地；
规划建设健康食品产业园，发
展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餐桌
食品、特医食品、果仁加工等
特色产业，形成医疗康养、文
化体育、教育教学、生态旅游、
商贸休闲“五大版块”，成为医
疗康养的核心区、生态旅游的
发展区；规划建设新兴产业新

片区，全力打造新兴产业特色
基地。

坚持精准对接、全程服
务，助推项目高效投产达效。
充分发挥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营造全省一流营商环境，推动
项目快落地、早见效。由高新
区班子成员牵头形成工作专
班，落实“五化”工作法，常驻
企业项目现场，全流程提供领
办、帮办、代办闭环服务，形成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浓厚
氛围；强化政策扶持，充分利
用市委、市政府设立的产业引
导资金，解决企业研发创新、
转型升级、扩能改造资金问
题，吸引域外企业落地，鼓励
龙头企业持续投资上项目；抓
住全市土地集中征拆机遇，科
学收储可利用建设用地，实现
项目落地即开工，不让项目等
土地，为企业量身定制孵化
器，推行代建租赁、股权投资
等投融资模式，推动企业快速
落地、项目加速投产达效。

项目建设排头兵 产业发展主力军

梅河口高新区奋楫扬帆创一流

本报讯 李婷 张添奥 报道 日
前，中国南极考察队154名队员开始
了第38次中国南极考察之旅。他们
搭乘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从上海
码头出发，上面搭载的 8.5 吨“舒兰
大米”，成为科考队员的三餐主食，
助力中国极地科考事业。

极地科学考察时间长、环境恶
劣，科考队员体能消耗大，因此食品
选择上更严苛、品质要求更高，需要
为科考队员提供充足的营养和能
量。

经过严格筛选，“舒兰大米”的
品质得到了认可。中国极地研究中
心指定其为“中国南北极考察选用
产品”，成为科考队员的三餐主食。

“舒兰大米”品质好，源自于舒
兰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
件。米质色泽清白有光泽，米粒
整齐均匀，入口后绵软柔糯，香味
浓郁，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及氨基
酸。

近年来，“舒兰大米”连续获得
中国地理标志认证产品、中国农产
品地标保护产品、中国粮油行业十
大影响力品牌、吉林省著名商标、中
国驰名商标等荣誉，舒兰市被授予

“中国生态稻米之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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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边境 任胜章
报道 作为我省今年首批绿
水长廊项目省级试点，龙
井市在海兰河城区段的该
项目中率先利用现有橡胶
拦河坝进行提升改造，建
设鱼鳞跌水消能设施，于
10 月正式完工并投入使
用。

龙井市海兰河干流城
区段两岸总长 21.3 公里，
以海兰河内水域水体为依
托打造的山水相融亲水平
台，成了当地集多功能为
一体的市民文化活动新去
处。

海兰河流经龙井市 2
个乡镇、2 个街道、16 个行
政村（社区）。8月，龙井市
海兰河一期绿水长廊项目
被确定为第一批省级试
点。建设类型为城市型绿
水长廊（提升型），涉及河道
长度2.1公里。实施主体分
别为龙井市水利局、住建局
及司法局，建设内容包括司
法文化长廊、海兰河人行通
道2处、鱼鳞跌水169米、生
态绿化及文化景观2.1公里
等。截至目前，已完成乐然
公园维修、河岸两侧照明提
升、鱼鳞跌水改造工程，完

成投资 1400 万元，完成率
47%。

龙井市海兰河生态绿
水长廊远期规划，位于龙
井市海兰河海兰桥段至东
盛桥段，项目包括龙井市
全域旅游基础配套工程、
蘑菇村庄田园综合体建
设项目及延边龙井温泉
康养小镇工程。项目建
成后将有效改善水生态
环境，为建设美丽龙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
现龙井市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和保
障。

龙井持续推进绿水长廊项目建设

大雪过后，洮南市

聚宝乡长久村鑫鑫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

社员为玉米倒堆，预防

收获的玉米霉变。图为

农民用机械翻倒玉米。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1月9-10日，临江市
圆梦创业基地开展电子商
务运营培训活动，以促进
临江市中小企业、返乡大
学生及创业者能够熟练掌
握抖音短视频的拍摄和直
播带货等相关知识，提高
企业的实战运营与营销
效 能 ，从 而 增 加 产 品 销
量。

活动讲解了抖音短视
频知识和直播带货技能，
老师现场演示直播带货的
流程，让大家学习到了电

商成功运营的宝贵经验。
在培训过程中，大家认真
听讲，积极回答老师的问
题，与老师互动。

通过此次培训，电子
商务知识得到更加广泛的
推广和普及，一方面有效
提升了临江市电子商务专
业人才的能力与水平，进
一步激发创业者的创业
热情；另一方面，让参加
培训的企业进一步掌握
了电商直销平台的操作
技能，推动了电商行业的
发展。

临江开展电子商务运营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