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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榆林边境检查站

举办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激励党员民警铭记

党的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戍边。图为

民警重温入党誓词。 韩秉儒 王文博/摄

本报讯 王雨 报道 日
前，第四届全国县域旅游研
究成果《全国县域旅游研
究报告 2022》暨“2022 年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
县”名单发布，延吉市成功
上榜，位列第 97 位。

近年来，延吉市大力实
施“旅游兴市”发展战略，依
托民俗文化、冰雪项目、恐

龙资源等，积极发展全域旅
游，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同时，积极推动农旅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推出了一
批村屯规划整齐、民俗特色
鲜明、特色产业兴盛的新型
村落，带动村民从单一的种
植养殖业发展成为以乡村
民俗游为主的多种经营模
式。近五年来，延吉市接待

国内外游客423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965亿元。今年
被国务院确定为“十四五”
国家特色旅游目的地建设
城市。

据了解，2022年全国县
域 旅 游 研 究 对 象 为 内 地
1866 个县（含县级市、自治
县、旗、自治旗、特区、林
区）。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研

究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政
府推动作用、旅游产业综合
带动功能、旅游开发与环
境保护、旅游设施与服务
功能、旅游质量监督与市
场 监 管 6 个 方 面 35 个 指
标构建研究体系，得分居
前 100 位的即为 2022 年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
县。

延吉入选全国县域
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本报讯 陈国龙 赵宝玉 记者
吴连祥报道 东丰县把稳定和扩大
就业作为保障民生的工作重点，以
群众就业需求为导向，落实多项服
务举措，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让广
大群众的“饭碗”端得更稳。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
因此，东丰县不断优化服务措施。
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了“春风行动”、
线上线下招聘会等活动10余次，帮
助疫情滞留本地的务工人员、返乡
返岗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上岗就业。
同步运用“云端”招聘解决供需难
题，发挥吉林省“96885”用工服务平
台作用，全县共有153户企业发布岗
位信息159个、招聘岗位217个。截
至目前，全县城镇新增就业1538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81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3.77%以内，解决零
就业家庭比例达100%。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脉”。为
了确保企业生产经营顺利进行，县
里协调金融机构开通了创业担保贷
款绿色通道，缓解企业资金短缺压
力，发放贷款195户、2718万元，带动
就业 715 人。同时，抓住我省出台

“秸秆变肉”工程扶持政策契机，扶
持发展肉牛养殖产业，带动劳动力
自主创业、原地就业。截至目前，已
发放肉牛养殖贷款54户、420万元，
带动就业200余人。

聚焦重点稳就业。针对农民
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建了
返乡创业基地，推动农村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3.7万人。开发见习岗位，大力宣传

“三支一扶”等就业服务政策。全县
共开发就业见习岗位37个，新征集

“三支一扶”岗位35个。
强化培训促就业。相关部门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不断增强求职者的就
业竞争力。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要
求，开展了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职业技能线上培训，目前，已完成线
上培训3200余人。县职业高中新开
设了电子商务、护理、康养等专业，
打造幼儿保育、焊接技术、装潢设计
3个省级骨干示范专业，对适龄青年
进行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增强就业、
创业本领。

东丰多措并举稳就业保民生
本报讯 赵剑锋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连日来，来自梅河口市农技
推广部门的19名农业技术指导员
深入24个乡镇、街道，为“四双”工
程产业项目进行指导服务，受到广
大群众的欢迎。

今年，梅河口市启动了农业产
业突破年工作，组织实施了“培育
1 万户家庭农场、1 万户庭院经济
发展示范户，建设 1000 亩暖棚、
1000亩冷棚，养殖百万头猪、百万
只品牌笨鸡，种植10万亩蔬菜、养
殖10万头牛”的“四双”工程。

作为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
的主力军，梅河口市农业农村部门
积极担当作为，在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选派了 19 名市级指导员，举办
了“种植技术指导服务月”活动。

为了加强知识储备，农业农村
局专门举办了岗前培训班，全体指
导员系统学习了蔬菜种植方面的
知识。按照活动方案要求，19 名

指导员在参加动员部署会议后，第
一时间与包保乡镇完成了对接，踏
查了各行政村种植蔬菜的情况。
根据踏查的情况，制定了服务清
单，形成了工作台账，每周保证 3
个工作日深入乡镇进行技术指导，
特别是在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
及时指导追肥和病虫害防治。

为了扩大覆盖面，市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建立了蔬菜种植指导群，
通过广泛宣传，入群人数持续攀
升。技术指导人员和乡村干部可
以及时获取专家的技术指导方案，
指导员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流心得，
构建了专业化的技术服务体系，

据了解，“种植技术指导服务
月”启动以来，全体指导员不仅为
生产一线送去了蔬菜生长关键时
期的田间管理技术，还有针对性地
帮乡镇解决了多项种植技术难题，
为发展产业项目、振兴乡村贡献了

“农技力量”。

梅河口农技指导员
走村串户送技术

本报讯 杨悦 报道 年初
以来，省委、省政府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出台系列稳住经济大盘
政策，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强
化调度推动和问题的协调
解决，经济社会稳定复苏，
好于预期。5 月份主要经济
指标大幅回升，止跌筑底态
势初步形成。

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 同 比 增 长 0.2% ，实 现 转
正。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4.9%，降
幅比 4 月份收窄 36.8 个百分

点，工业生产快速恢复。5月
份，全省限额以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5%，
降幅比 4 月份收窄 61.7 个百
分点，消费品市场明显好转。

我省经济运行的积极变
化，主要体现在“四快一企
稳”。

大型骨干企业恢复快。
5月份，全省工业70户“金样
本”企业产值同比下降4.2%，
降幅比 4 月份收窄 40.1 个百
分点；全省零售额排名前 50
户 企 业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7.2%，比 4 月份提高近 60 个
百分点，拉动全省增长2.9个

百分点。
新产业增长速度快。5

月份，全省化学纤维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碳纤
维产量同比增长 107.0%，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42.0%，集成电路产量同比
增长 75%。

大项目建设进度快。5
月份，全省亿元及以上项目
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44.7%，
占 全 部 项 目 投 资 比 重 为
82.3%，其中十亿元及以上
项目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
55.4%，占全部项目投资比重
为21.8%。

促 消 费 政 策 落 地 见 效
快。5月份，全省汽车类零售
额同比下降 12.3%，降幅比 4
月份收窄 77.7 个百分点；全
省家用电器和通讯器材类商
品零售额增速分别同比增长
3.5%和 44.0%，分别比 4 月份
提高 86.8 个和 113.2 个百分
点。

先行指标企稳向好。5
月份，全省工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1.0%，比4月份提高20.1
个百分点，实现转正；全省公
路 货 物 周 转 量 同 比 下 降
32.8% ，降 幅 比 4 月 份 收 窄
29.4个百分点。

我省经济社会稳定复苏
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回升 止跌筑底态势初步形成

本报讯 张鹤 报道 日
前，省政府专项研究出台了

《加快推进全省食药用菌产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政
策文件，提出 11 条具体举
措。为了更好地落实政策
文件的精神和内容，6月30
日上午，加快推进吉林省食
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座
谈 会 在 吉 林 农 业 大 学 举
行。来自国家以及省内外
菌物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
者，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
责人和企业代表通过线上、
线下的方式，就我省食药用
菌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趋
势展开了交流研讨。

据介绍，食药用菌产
业不仅是我省优势特色产
业，更是标志性的强省富民
产业。特别是吉林农业大
学开展食药用菌研究由来
已久，以老一辈菌物学家周
宗璜先生为先导，在李玉院

士的带领下，学校现已成为
我国食药用菌产业重要的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推广
服务基地。经过40多年的
建设发展，我省食药用菌产
业也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
列。2021年，全省种植规模
达到32.1亿袋，其中黑木耳
28亿袋，位列全国第二位。

当前，我省食药用菌
产业虽有优势，也有特色，
但距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还
有一定差距。因此，座谈会
上，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
要以本次出台的政策文件
为抓手，坚持质量兴菌、绿
色兴菌，加快推进食药用菌
产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
导向，加快构建全省食药用
菌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和经营体系，不断提高我省
食药用菌产业的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实现由菌业大省
向菌业强省的转变。

加快推进我省食药用菌产业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