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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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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本报 2022 年 6 月 2 日、4

日休刊，特敬告读者。

梅河口市农胜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海龙

湖畔建起集观光、餐饮、采摘、垂钓于一体的休

闲观光农业综合体炉香庄园。采摘大棚运用量

子农保能量水技术，生产绿色果蔬。图为理事

长徐振家查看大棚黄瓜长势。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彭丹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为保障粮食稳产丰产，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安图县将保护
黑土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根
本之策，借助保护性耕作技术，
为黑土地“加油”。

从 4 月末到现在，县农业农
村局技术人员不断深入各乡镇
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指导
工作，帮助农户调试免耕机，查
看播种质量，解决技术难题。明
月镇春龙农业种植农场负责人
柴春龙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近
十年，今年在县农机站的指导
下，自己改装调试条耕机，有效
解决了由于土地多年免耕作业
土壤板结的情况。由于技术较
好，既节约农业生产成本，又增

加收入，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来向
他请教。

通过开展玉米保护性耕作
技术，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变，既能恢复土壤肥力，提高粮
食持续稳产、增产能力，又能蓄
水保墒，抵御严重灾害。为推动
作业者和种植户主动选择留住
更多秸秆，还田于地，全县根据
秸秆的覆盖率实施三档差异化
补助政策，在保障作业农户利益
的前提下稳步扩大生产差距。

为切实保护黑土地这个耕
地中的“大熊猫”，牢牢把握保护
性耕作“多覆盖，少动土”的核心
要求，在保障粮食稳产丰产的前
提下，尽量增加秸秆覆盖、减少
土壤扰动。今年，全县保护性耕
作作业预计18万亩，用免耕播种
机进行免耕播种，机械药剂除
草，实现秸秆全量还田，达到节
本增产的目的，促进黑土地保护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安图保护性耕作达18万亩

本报讯 马延峰 报道 5月27日，
全省乡村建设行动暨“千村示范”创
建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
书记、省长韩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集中力量、稳扎稳
打、久久为功，建设宜居宜业美丽新
乡村。

韩俊指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准确
把握乡村建设行动工作要求，明确
目标、突出重点、细化举措，推动乡

村建设取得新进展。要强化规划引
领，遵循村庄发展规律，实现有需
求、有条件的村庄规划编制全覆
盖。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农民意
愿，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确保干一件
成一件，提升农民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

韩俊强调，要扎实抓好乡村建
设行动任务落实，确保稳妥有序推
进。一要下大力气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工作，完善
管护机制，切实把好事办好。抓好
村庄清洁行动，统筹农村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黑臭水体、村容村貌治理
一体推进，让农村更有颜值。抓好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完善收储运
处体系。二要下大力气强化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抓好农村公路建设，
同步做好管理、养护、运营等工作。
抓好农村供水工程入户和老旧工程
改造，确保建设好、维护好、让农民
受益。抓好农村电网改造提升。开
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建设项目，创新
开发、融资等模式。推进县乡新一
代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有需求
的行政村、现代农业示范区5G基站
建设全覆盖。推进防沙带、防护林
体系等造林工程建设。三要下大力
气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围绕教
育、医疗、养老等6个专项提升行动，

推动公共资源在县域内优化配置，
加强乡镇和村便民服务设施建设。
大力开展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四要
下大力气提高农村住房质量。总结
宜居农房建造试点经验，加强管理
和服务，强化技术指导，推广功能现
代、风貌乡土、成本经济、结构安全、
绿色环保的宜居性住房。大力培养
认定一批乡村建设工匠。五要下大
力气抓好乡村建设示范创建。巩固
一批、创建一批、提升一批，形成引
领带动效应。建立省市县三级验收
机制，确保示范村成果巩固住、发展
可持续。突出整体布局优化，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带。加快打造省级乡

村旅游精品村，开展“醉美吉乡”乡
村旅游精品村创建活动。创新“道
德银行”“爱心超市”等机制，提升乡
村治理水平。加大对重点边境村发
展建设投入力度。抓好国家2021年
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发现问题整改
工作。

韩俊要求，要强化组织领导，完
善工作推进机制，细之又细、实之又
实推进各项工作。强化部门联动，
加强工作对接、政策衔接，形成工作
合力。强化要素保障，加强资金、用
地、人才支撑。强化督导考评，建立
问题台账，及时跟踪问效。

全省乡村建设行动暨“千村示范”创建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召开

集中力量久久为功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韩俊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曹丹 徐秀红 记
者徐文君 报道 营商环境好，
则市场活力足；营商环境优，
则发展后劲强。作为检验地
区经济生态的硬性指标，蛟
河市狠抓“软环境”，打造“硬
实力”，树立营商环境“亲”字
招牌。

抓管理、督整治、保落
实，狠抓营商“软环境”。大
力推行行政检查执法备案职
能管理系统，全面运用“我要
执法”手机 APP，将全市 438
项行政检查执法全部纳入系
统管理，真正做到行政检查
信息全程记载、公开透明，行
政检查执法全程留痕、过程
可溯，检查结果可以评价、公
平公正，全面提升行政检查
执法质量，降低行政检查成
本。蛟河市 29 个部门的 483
名行政检查执法人员下载并
运用了“我要执法”手机APP，
并陆续开展应用宣传工作，
截至目前共开展执法检查54
次，所有行政检查均实行了
事前报备、全程留痕、事后评
价、被检查市场主体无一差
评。真正做到从源头治理涉

及行政检查“四乱”和微腐败
问题，精准发现风险隐患，营
造法制化、规范化行政检查
执法环境。

树理念、优服务、促改
革，打造政务“硬实力”。按
照应尽必进的原则，蛟河市
政务服务中心通过物理整
合，将社保部门 76 项行政审
批事项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办
理，推动政务服务事项进驻
综合性实体大厅，减少企业
群众办事跑动次数，真正实
现“只进一扇门”。截至目
前，蛟河市政务服务中心共
纳入行政审批事项 1455 项，
实现本级政务服务事项进驻
综 合 性 实 体 大 厅 率 98% 以
上。同时，设立“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服务专区”，将工程项
目审批窗口与水、电、气、暖
等市政公用设施报装和验收
窗口整合，运行“四个一”审
批服务模式，为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提供近距离、无障碍、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管家式
精准到位服务，进一步提升
建设单位办理建筑许可的便
利度，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蛟河打造营商环境“亲”字招牌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
倍忙。眼下水稻插秧工作
正稳步推进，走进镇赉县
水田乡镇，到处可见运送
秧苗、插秧、补秧的农民，
一派繁忙的农业生产景
象。

据了解，截至 5 月 25
日，镇赉县 155 万亩水稻
已完成插秧 142 万亩，占
比92%，预计5月末插秧结

束；150 万亩旱田已播种
147万亩，占比98%。未播
种的绿豆2万亩、葵花1万
亩预计6月初播种结束。

春耕伊始，东部水田
乡镇就开始着力推动水稻
育苗生产。为了减轻疫情
给春耕带来的影响，全县
通过搭建农资购销平台、
为农资经营者办理保供应
证明、开展线上培训、协调

返乡农民集中转运等措
施，确保“一人不耽误、一
户不落下、一亩不撂荒”。

嘎什根乡是全省水田
第一大乡，连日来，插秧机
在田间有序作业来回穿
梭，秧苗在稻田里舒展新
绿。稻农表示随着农业技
术的不断创新，水田多为
插秧机作业，一台插秧机
每天就能完成 1.5 公顷稻

田的插秧量，让水稻种植
更轻松，每年五月都会上
演“人机共舞”的田园美
景。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
头便见水中天。镜面一样
的稻田，阡陌交汇，碧水蓝
天，五步一池，十步一塘，
全县155万亩水稻插秧工
作预计在 6 月初全部完
成。

黑土地上农耕忙 绘就田园好风光
□ 潘晟昱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