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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沫 报道
近日，通榆年货大集暨
乡村振兴农产品展销会
在通榆县电子商务中心
举行，来自全县的 43 名
参展商汇聚于此。活动
现场约有两百种的参展
商品在线上线下进行同
步销售。

展厅内，热销场面
火爆热烈，多种特色农
产品竞相展出，参观购
物的消费者沉浸在年货
大集热闹的氛围当中。
此次年货大集将互联网
与 传 统 春 节 文 化 相 结
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
化平台，以线下体验、线
上购物、年货秒杀等购
物形式，向群众展销本
土农产品、有机食品、手
工 艺 品 等 各 种 各 样 年
货，用户还可以扫码支
付、扫码溯源，真正做到
了农产品看得见、摸得

着，让消费者买得舒心，
用得放心。

不仅是畅销到国外
的 辣 白 菜 让 人 赞 不 绝
口，通榆千家万户的黏
豆 包 更 是 让 人 回 味 无
穷。在苏公坨乡“苏公
柒坊”农业产业园区的
展位上，煎纯手工黏豆
包的香气弥散开来，吸
引了众多消费者前来品
尝。

线下体验升级，线
上聚焦流量。从农产品
生产、包装，再到口感、
味道，并结合地域特色、
人文特色、民族民俗、传
统文化等一一为线上的
粉丝进行了全方位的介
绍，吸引了不同地区、不
同 年 龄 段 的 消 费 者 购
买。流量，实实在在地
转化成了一笔笔订单，
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认识
了通榆、了解了通榆。

通榆：年味渐浓

年未至，年味至。春节的序幕徐徐拉开，长春各大商

场灯笼等新年装饰品已经挂起，红色背景映衬下，浓郁的

喜庆氛围扑面而来。 王萌/摄

本报讯 黄鹭 于小博 报道 1 月
20 日，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以视频形
式召开。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
求，扎实做好新形势下“三农”工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农业
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
安宁。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主持
会议。

省委副书记高广滨宣读省委省
政府表扬 2020 年度县域经济振兴
发展优胜单位和争先晋位优胜单
位的通报。副省长韩福春宣读省
委省政府表扬 2021 年度粮食生产
突出贡献集体和个人的通报、省政
府关于 2018－2020 年度吉林省农

业技术推广奖励的决定。榆树市、
前郭县、伊通县、东辽县、洮南市、
汪清县、辉南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作交流发言。

在充分肯定去年工作后，景俊
海强调，做好“三农”工作，对于保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促进
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一要全面启动

“千亿斤粮”生产工程，扎实推进“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精心抓好高标准
农田建设，有效保障粮食播种面积，
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着力抓好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农副产
品供给安全；加快实施“大水网”“万
里绿水长廊”等重大水利工程，大力
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持续完善
种业产业链，更好赋能农业发展。
二要加快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发挥

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促进产业
全链化、产品高端化、品牌驰名化，
推动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
工产业达到万亿级规模，打造全国
人民的粮仓肉库、中央厨房、食品加
工厂。三要持续推动脱贫攻坚同乡
村振兴有机衔接，完善监测帮扶机
制，支持重点帮扶地区发展，促进脱
贫人口持续增收，牢牢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底线。四要扎实推进乡
村建设行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加
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加大污
染治理修复力度，让农村越来越美、
环境越来越好、人气越来越旺、生活
越来越富。五要持续深化农业农村
改革，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整省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扎实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六
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紧密结合
开展“基层治理年”活动，持续强化
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
织，大力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
决维护农村社会平安稳定，引导更
多专业技术人才向农村流动、促进
乡村振兴。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
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制，
大力培树“严新细实”优良作风，加
大服务保障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关
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
氛围。

韩俊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始
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毫
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启动实施“千
亿斤粮”生产工程，强化耕地保护硬
措施，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只增不减，
扩大大豆和油料种植面积。要深入

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完善推广“梨
树模式”，深入推进“黑土粮仓”科技
会战。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做大
做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建设
种业强省。要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不断提升“吉字号”品牌影响力和竞
争力，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食
品产业“十大产业集群”。要推进肉
牛产业全链条发展，建设一批“秸秆
变肉”示范县，打造全国优质肉牛生
产加工基地。要不断完善防止返贫
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群众持续
增收、脱贫地区加快发展。要实施
千村示范创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要持续深化农村土地、金融
等改革，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
快发展乡村旅游。要总结推广“道
德银行”等模式，开展“文明村镇”创
建活动，加快建设善治乡村。

景俊海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扎实做好新形势下“三农”工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
月20日，第十二届吉林（长春）冬
季农业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启
幕，展会将持续到 2 月 7 日。本
次展会以“品牌、绿色、健康、祥
和”为主题，突出绿色农业、冰雪
旅游与年俗文化相结合，以“发
展绿色农业、打造健康品牌、驱
动产品交易、弘扬年俗文化”为
理念，将有效丰富广大市民、农
民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

展会期间将开展多项科普、
文化及娱乐性活动，多角度地调
动社会各界参与的积极性。农
民、市民逛农博、学生研学、亲子
游园等活动将充分调动广大游

客参与展会的积极性；雪滑梯、
拉爬犁等项目，为游客打造冰雪
娱乐世界；现场作物采摘、观众
娱乐互动等即时活动，将进一步
增强展会与观众的互动性。

为满足游客新春购物需求，
长春农博园在6万平方米连栋温
室内设置了精品年货区、休闲美
食区、年宵花卉展销区和绿色蔬
菜销售区。其中，精品年货区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销
上千种绿色优质农产品、食品、
工艺品、轻工产品等；休闲美食
区现场制作各类特色、网红美食
供游客现场品鉴；年宵花卉展销
区引进和展销蝴蝶兰、发财树、
龙血树等百余种及上万株花卉
和绿植新品种，丰富节日花卉市
场供应；绿色蔬菜销售区线上线
下展销农博园绿色蔬菜和精美
蔬菜礼盒，打造农博特色品牌。

第十二届吉林（长春）冬季农博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 月 21 日，由白山市
委、市政府主办，靖宇县
委、县政府承办的中国·松
花江旅游季——“松花江
上”2022 年系列文旅活动
启动仪式在靖宇县白山湖
仁义风景区举行。冬捕、
年俗、冰雪运动、艺术展、
年货大集……这一刻，松
花江畔热闹非凡，游客在
领略靖宇独特魅力的冰雪
风光同时，也感受到了地
方的纯朴风情和传统文
化。

白山湖仁义冰雪娱乐
项目于 1 月 15 日正式营

业，每天有200余人到景区
游玩观光，周末游客最多
时会达到 400 人左右。踏
冰嬉雪，乐享冬趣，在冰雪
娱乐项目场地，滑冰、冰
壶、雪圈、雪地风筝、雪地
摩托、UTV 全地形车等各
种全民可参与的项目为游
客带来绝佳的冰雪体验，
为人们带来亲近冰雪和享
受冰雪的快乐。为了扩大
活动宣传力度，在严格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靖宇文旅集团制作了
宣传折页和宣传视频，积
极与周边地区旅行社对
接，重点与省内9家旅行社

进行沟通，通过发放体验
券和冬捕券，引流周边地
区游客到靖宇游玩观光。

在启动仪式上，松花
江上“年嚼咕”大集也正式
营业。在颇具东北风味的
分区里，宋姐山菜、“甜在
心”纯蜂蜜、嘎嘣脆大煎
饼、“刘老二”粘火勺、吃不
了柳毛大串……一个个妙
趣横生的招牌下，靖宇美
味香气扑鼻。在“观年俗
品年味”活动中，负责蒸年
馒头的花园口镇仁义村脱
贫户郭德礼最开心，这几
年通过帮扶发展蓝莓、香
瓜种植产业，养鸡、养鹅，

2021年家庭人均纯收入达
到 12714 元。“都是靠着党
的好政策，我们才有了今
天，现在日子越过越有盼
头，希望咱们的国家也像
这大馒头的寓意一样，蒸蒸
日上。”郭德礼笑着说。

对 于 今 后 的 五 年 规
划，靖宇县将继续牢牢把
握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全
面振兴主题，围绕“两山”
理念试验区的创新示范区
建设，深度开发松花江白
山湖旅游资源，推进旅游
业态升级，打造“长白山+
松花江”的长白山旅游门
户。

“松花江上”系列文旅活动在靖宇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