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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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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成涛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为破
解边境民族地区农村干部队伍年
龄老化、弱化、后继乏人等问题，长
白县启动实施“长白山生力军”工
程，从引才、育才、留才三个方面下
功夫、出实招，为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人才动能”。

全方位引才，厚植人才沃土。
不断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抛开身
份、地域、性别等条件限制广发“求
贤令”，投入资金380万元，为全县
77个行政村公开招聘“乡村振兴专
员”，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优秀毕
业生、返乡创业人员、乡贤能人、退
伍军人等群体通过考录进入农村
基层队伍，着力建强乡村振兴一线
队伍力量。

多层次育才，激活一池春水。
实施“乡村振兴专员”素质提升计
划，建立县级统筹培训、乡镇结对
帮带、农村实践锻炼三级培育模
式。县级充分利用县委党校、国门
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训平台，整合农
业专家、科技能人、驻村干部、网红

联盟等资源形成“课程清单”，广泛
开展乡村振兴、农村合作社经营、
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电商等主题培
训，已培训1期70余人。将乡镇党
委副书记作为“乡村振兴专员”帮
带领导，定期落任务、传方法，帮助
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将
每周五定为“一线工作日”，鼓励

“乡村振兴专员”多深入农村农户、
田间地头开展工作，在实践中不断
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夯基础留才，筑牢人才高地。
进一步强化对“乡村振兴专员”的
规范化管理，制定管理办法，在聘
用任职、岗位职责、管理考核、教育
培养等方面作出规定，全面保障

“乡村振兴专员”待遇，明确优秀
“乡村振兴专员”在任职村“两委”
干部、优先发展入党、村集体奖励
分红等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设计
订制“徽章”，进一步引导“乡村振
兴专员”亮身份、树形象、做表率，
通过“严管”和“厚爱”并重，充分激
发“乡村振兴专员”服务农村、扎根
农村的积极性。

长白启动“长白山生力军”工程

洮南市圣一金地生态农场小冰

麦万亩麦田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李军 记者 侯
春强 报道 为落实省委、省
政府服务企业大会会议精
神，为协企抗疫防疫，帮企
纾困解难，助企复工复产，5
月13日，省农业农村厅联合
相关金融机构开展全省十
大产业集群重点龙头企业
融资服务云上对接活动。
这次活动推介重点项目113
个，计划申请融资金额45亿
元。

活动期间，金融机构负
责同志推介金融产品和惠
企特色服务。交通银行详

细介绍了“兴农 E 贷”产品
特点及使用范围；农业银行
推介了重点金融产品，分别
对吉粮e贷、设施农业贷、农
业供应链、吉牧e贷、抵押e
贷、抵押 e 贷、纳税 e 贷、乡
村振兴园区贷、“一项目一
方案一授权”模式、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等产品进行了
详细介绍；吉林银行介绍了
资金周转类贷款、项目前期
贷、项目营运期贷款等产
品；吉林省股权基金投资有
限公司围绕吉林省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对象、

支持范围和支持方式做了
详细介绍；东北中小企业融
资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介绍了流动资金贷款直
接担保、普惠类模式化业务
—农贷保、核心企业上下游
融资担保产品情况；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省分公司介绍了复
工保、产品责任险、科创保、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险等险
种；吉林省金控集团介绍了

“吉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融资服务中心”和“吉企银
通”两部分产品。

活动上，龙头企业负责
人介绍项目建设和融资需
求情况。好记食品酿造股
份有限公司、东大鹿业、吉
林棋盘生态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
分别介绍了企业项目建设
和融资需求情况。

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
将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指
导服务，落实企业纾困解难
的政策，为企业复工复产、
稳产提产创造有利条件，千
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全省十大产业集群重点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实现云上对接
推介重点项目113个 计划申请融资金额45亿元

本报讯 黄鹭 报道 5月17日，省
委书记景俊海到吉林市，就粮食生
产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始终心系粮食安全这一

“国之大者”，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着力稳住农业基本盘，夯实“三
农”压舱石，为夺取今年粮食丰收奠
定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初夏时节，吉林市永吉县万昌
镇的稻田里，农民们正在忙碌插
秧。景俊海来到万昌镇粮食生产功

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深
入田间地头，实地察看插秧进展。
他强调，要因地制宜推广农业新
技 术 ，加 快 推 进 智 能 化 农 机 应
用 ，进 一 步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效 率 。
要用新知识、新科技武装新型职
业农民，真正让农民成为受人尊
敬 的 职 业 。 景 俊 海 与 正 在 进 行
新 品 种 试 验 的 农 业 科 技 人 员 深
入交流，勉励他们聚焦种子这一
农业“芯片”，持续攻关、不断突
破、多出成果，真正把论文写在吉
林大地上。在昌盛米业公司，景
俊海详细了解大米生产销售等情
况，要求吉林市和有关部门建强

基层农业服务组织体系，培育壮
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适度
规模经营，稳定提升种粮收益，充
分 调 动 农 民 种 粮 积 极 性 。 企 业
要聚焦市场多样化需求，进一步
丰富产品供给，打出品牌特色，更
好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调研中，景俊海强调，我省作为
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必须深刻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
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坚决扛稳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全省各级
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定不移保障
粮食播种面积，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建设，大力实施“千亿斤粮食”生产
等重大工程，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要按时序进度推进农业
生产，确保水稻插秧如期完成，坚
决做到不误农时、不误农事。要精
心做好田间管理，根据作物长势和
气象条件等情况，分区分类加强技
术指导服务，严密防范气象灾害和
重大病虫害。要大力推进农机应
用，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创
新，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要持续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抓
好水利设施检修，着力提升田间
设施配套能力，继续扩大保护性
耕作实施面积。要严格落实党政

同责，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着力打
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扎实推
进东北平原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
建设，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
地中的大熊猫”。要进一步提升
产粮大县全产业链生产能力，培
育壮大农产品深加工和食品细加
工产业集群，完善现代化粮食流
通 体 系 ，推 动 粮 食 增 产 、农 业 增
效、农民增收。要毫不放松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推进加强免疫
接种工作，筑牢群防群控防线，坚
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弹底线，
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

景俊海到吉林市调研时强调

稳住农业基本盘 夯实“三农”压舱石
为夺取今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 陈沫 报道 今年，
松原市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
802 万 亩 ，占 全 省 任 务 的
26.3%。截至5月11日，全市保
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870万
亩，已完成全年任务面积的
108%。

为确保保护性耕作面积稳
步推进实施，松原市农业农村
部门制定了《松原市2022年保
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在全市
推广6种保护性耕作模式，稳步
实施差异化补助，按照玉米秸
秆覆盖量划分大量、部分、少量
3 个档次进行补贴。全部使用
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智慧云平台
进行保护性耕作作业监测，免
耕播种机安装实时监测设备同
步上传，固化保护性耕作地理
坐标，确保保护性耕作作业监
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年初以来，松原市重点建
设省级保护性耕作整体推进县
4个，落实市、县、乡、村三级高
标准应用基地75个，建立省级
长期监测点3个。松原市农业
农村局联合中科院长春地理所
制作保护性耕作微视频3个，参
与省保护性耕作专家网上培训
450人次，开展微信等新媒体宣
传 1260 次。全市 3.2 亿元国家
保护性耕作补助资金已提前拨
付到各地。

从 2019 年开始，松原市逐
年扩大推广保护性耕作“梨树
模式”面积，保护性耕作作业面
积稳步提高，从 2019 年的 339
万 亩 、2020 年 的 461 万 亩 到
2021 年的 771 万亩，保护性耕
地作业面积3年实现“三连跳”，
耕地“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的
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松原实施保护性耕作87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