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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
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
我省出台《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的意
见》，从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强化永久
基本农田管理入手，推动建立全流程、
全链条、全覆盖的农田保护机制和监
管网络，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强化“守土有责”，建立五级田长
制管理架构。坚持党政同责、上下联
动，构建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的农田保
护责任体系，织密织牢监管网络，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
化”，确保耕地数量保持稳定，全面加
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扛稳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责任。

确保“守土有方”，突出“划、护、
建、用、管”五个关键点全面推进改
革。运用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持续
优化农田布局，划优划足划实永久基
本农田，实行全面保护。加强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完善表土剥离技术规范
和管理机制，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对盐碱化耕地、
酸化耕地等退化耕地的改良治理。依
据耕地利用优先序，确保永久基本农
田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一般耕地
主要用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及饲料饲
草生产。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改进和
规范耕地占补平衡，严格落实先补后
占和占一补一、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
田。加大耕地保护利用情况巡查力
度，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
依法打击破坏和污染耕地违法行为。

做到“守土有效”，实施推进改革保障措施。建立
田长制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巡田、督察（查）督办、工作
通报机制。把各地田长制实施和履职情况纳入省政
府督察考核范围，对田长制实施成效显著的县（市、
区），在黑土地保护利用、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
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优先安排土地指标调剂。
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现代化技术手段，
对违法占地及耕地保护、农田利用等情况进行全程监
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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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边境 记者 侯春强报道 近
日，省水利厅印发《吉林省开展地下水
治理专项执法行动方案》，全省地下水
治理专项执法行动拉开序幕。

据了解，此行动将在全省范围内严
厉打击非法取用地下水、地下水超采、
破坏地下水监测设施等重点违法行为，
查处各类涉水违法案件，全面整顿和规
范水事秩序，加强依法治水管水，促进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省水利厅在门户网站公布了举报

电话及受理时间，同时公布水利部监督
举报电话及监督举报平台，畅通违法行
为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各类非法取
用地下水行为。截至目前，全省派出执
法人员 1404 人次，执法车辆 535 台次，
巡查取用水户672个，处理涉及地下水
管理违法案件 28 件，主要涉及未经批
准擅自取水、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
规定条件取水和计量设施不能正常运
行等违法行为，有效保障了全省水安
全。

我省开展地下水治理专项行动

近年来，蛟河市大力

发展黑木耳产业，黄松甸

镇产量最大，现在全镇黑

木耳发展量达 5.3 亿袋，

产量 2.3 万吨，产值 15.9

亿元；灵芝268万椴、2233

栋，产值1亿元。

岳恒 记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 杨婷婷 白鹤 记
者 徐文君 报道“没想到当天
就能拿到许可证，不知道该说
什么好，感谢！”吉林乔山实业
有限公司孙经理激动地说。据
悉，为加速项目落地动工，减少
项目审批时间，永吉县政务服
务局“服务企业直通车”一方面
抓紧和企业沟通并全程提供代
办服务，另一方面加快和审批
部门等的联系。疫情期间，为
提高对企服务效率的同时减少
人员流动，分别联系林业局审
批人员、综合窗业务骨干，为吉
林乔山实业有限公司办理林木
采伐许可证，将受理审批到实
地核查再到出证全流程从7天
压缩至当日办结出证。

为了破解企业办事周期
长、不了解审批程序等影响企
业开工、项目进展、资金周转等
问题，永吉县政务服务局本着

“急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的
服务宗旨，在工作中推行“服务

企业直通车”机制。依托“服务
企业直通车”平台，永吉县政务
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预约告
知、领办、代办、回访、评价等服
务，提前告知企业办事流程、审
批所需材料、预约办理时间，特
殊事项实现容缺办理。配备

“企业服务员”积极对接，高效
服务，确保企业第一时间完成
审批，搭建企业办事“快车道”。

自“服务企业直通车”开通
以来，以“有呼必应”“直通快
办”“便捷高效”的办理模式，建
立起企业与政府互通的“高速
服务公路”，助力企业纾困解
难，让企业真正“知政策、享服
务、解难题”。同时，建立退税
工作协调响应机制，将增值税
留抵退税由 10 个工作日缩短
至两个工作日，以最快速度为
吉林市东昇模具制造有限公
司、吉林农信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办理留抵退税 8 万元，让企
业享受“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

近日，吉林农信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报着试试看的态度，
找到“服务企业直通车”计划办
理相关抵押注销业务，同时提
出业务当日实现5个房产证更
换不动产证及次日办理新的产
权证并且进行4个顺序贷款的
想法。过去，4个顺序抵押注销
业务需要 8 个工作日办理完
成，在了解企业的急切想法后，

“服务企业直通车”积极协调房
产、不动产等部门，采取“一窗
受理，并行办理，接件即办，企
业优先 ”的方式，集中业务骨
干力量，由县政务服务中心人
员领办，不动产、房产窗口加班
加点审核审批，实现了当日 5
个房产证更换不动产证，办理
抵押注销从初审到制证再到发
证进一步压缩，且仅用 1 个工
作日就完成了4个顺序抵押注
销，帮助企业实现 4 个顺序贷
款，企业抵押注销办理时间大
大缩减，节约时间成本7天，每

天为企业节省万分之一的财务
费用。目前，“服务企业直通
车”热线火爆，6月末以来，盘古
能源有限公司、原进筑路公司
等公司纷纷通过“服务企业直
通车”快速完成抵押注销业务。

永吉县营商环境建设办公
室一直用理念促进转变，用转
变推动服务，围绕“服务企业直
通车”，充分调动审批部门积极
性，转变工作作风，树立主动服
务意识，挖掘审批部门创新能
力，紧盯部门审批质量和效率，
主动深入创新服务企业。同
时，推进县政务服务中心标准
化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从
中心基础设施标准、工作职责
标准、服务事项标准、服务规范
标准等方面制定细则，实现多
个部门、一个标尺，力求规范统
一。研究制定窗口人员分类管
理制度和措施，探索解决人员
管理“两层皮”问题，提高服务
企业水平和能力。

永吉：建立“服务企业直通车”机制

种子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
资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
现代农业科技的“芯片”，是国家粮
食安全的最基本底线。 华夏农耕文
明源远流长，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民，
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收获
果实，留种复壮，护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曾几何时，我们不再自留种？农业生产越
来越呈现出高度的外部依赖性。吉林沃野千
里，天下粮仓，肩负着保卫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到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既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更要藏食
于民、藏种于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全国农作物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
2030年）》和《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精神，作为吉
林省唯一的省级蔬菜花卉和食用菌科研单位，
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联合吉林生态农业
CSA联盟（吉林省吉乡良品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向全省农业人发出号召：我们一起来挖掘

白山松水黑土地上的蔬菜“老种子”和“老把
式”。

一、征集“老种子”的品类及标准
“老种子”是指曾在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

广泛种植，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认可度的名优地
方品种，以及省内各类蔬菜野生近缘植物种质
资源。

具体包括：薯类作物：马铃薯（土豆）、甘薯
（地瓜）等。根菜类：萝卜、胡萝卜、菊芋(洋姜)、
甜菜（糖萝卜）、百合等传统栽培和优异野生品
种。茎菜类：葱、蒜等传统栽培和优异野生品
种。叶菜类：油菜、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甘
蓝、芫荽、茴香等珍稀、濒危、传统品种。果菜
类：辣椒、西红柿、葫芦、茄子、花椰菜、菜豆、刀
豆、南瓜、冬瓜等传统品种。瓜类：西瓜、黄瓜、
甜瓜、香瓜等栽培和野生品种。花菜类：黄色

黄花菜，红色黄花菜等。野菜类：蕨菜、苦苣
菜、小蒜、大叶韭、菜菊芋等。可食用菌类。标
准：（一）古老、特有、优异作物地方品种和作物
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二）各类作物的古老
地方品种、种植年代久远的育成品种种质资
源。（三）具有潜在种质基因和遗传特征、农艺
性状明显、野生近缘特征突出、生物抗性较强、
经济价值较高的其它蔬菜、食用菌种植品种。
（四）传承有序，有相关农业文献记录等佐证材
料。

二、征集范围和对象
征集的老种子仅限吉林省范围内。征集

对象为省内的农民、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
不包括政府机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企业。

三、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10月30日。

四、报送要求
（一）申报“老种子”时，应提供果穗和
收获种子 10 份，标明学名或民间名
称，提供种植区域、主要特征特性等
佐证依据。（二）种子质量优，保障发

芽率，基本芽率≥50%为佳。（三）种子千粒重不
足 1 克，征集重量以 1 克为准；千粒重超过 10
克，以百粒重为准。

五、奖励办法
对于经过评审认定的老种子持有者，将选

出 10 个重点老品种、20 个一般老品种，颁发
“老种子”认定证书并分别给予 1000 元和 500
元奖励，由蔬菜院科研团队和生态农业CSA联
盟帮扶指导建立原种种植扩繁基地。

联系方式：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
（长春市净月区千朋路 555 号），耿伟：0431-
82532040，13844996633。吉林省吉乡良品生
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李恩13354310413

吉林省蔬菜花卉（食用菌）科学研究院
吉林省吉乡良品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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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黑土地蔬菜“老种子”征集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