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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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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承儒 张坤
记者 郭小宇报道 鸭绿江
畔，青山隐隐，猫耳山下，绿
水潺潺，在这依山傍水的边
境线上，有着“中国百佳深
呼 吸 小 城 ”“ 中 国 最 美 县
城”等美誉的临江市坐落
于此。

乡村屋舍俨然，街道干
净整洁。近年来，为持续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全面
提升广大群众生活品质，临
江市聚焦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县工作，以“六
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为
契机，全市提振信心、激发
干劲、凝聚合力，抓好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双创”工作，
全力推动“创城”工作，不断

厚植生态底色。
该市成立工作专班，制

定工作《方案》，以“五化”工
作法推动“创城”工作，进一
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
新台阶。深入实施生态保
护修复、国土绿化提速等工
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巩固提升河长制、林
长制工作实效，推动生态系
统功能整体性提升，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到86.69%，城区
绿化覆盖率达到39.95%，进
一步筑牢生态屏障，切实推
动绿色发展。

坚持科学精准污染防
治，推动实施环境治理提
效、生态功能提升行动，污
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该市建成区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城区
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率达
100％，地表水和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100%，
空气优良天数常年保持在
350天以上。

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紧
紧围绕“六域”党建引领“三
城”创建工作和人居环境整
治攻坚行动，构建城乡绿色
发展新模式，发动机关干部
下沉基层，全力打造干净、
整洁、美丽的人居环境。据
了解，该市苇沙河镇被评为
国家级生态示范镇，六道沟
镇、闹枝镇、花山镇、大湖街
道、桦树镇被评为省级生态
示范镇。

全力推动“创城”工作

临江厚植生态底色

走进“全国文明村”柳河
县里仁村家风家训示范街，
以“仁、义、礼、孝、勤、和、信、
善、俭、德”为主题的墙体画、
宣传展板，让人感受到了这
里家风好、民风纯、乡风正的
新气象，这也是该县开展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缩
影。

在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进程中，柳河县把培育
文明乡风作为助推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注重培育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
风，教育引导乡村居民摒弃
陈规陋习。里仁村建起独
树一帜、特色鲜明的“家风
家训示范街”“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文化墙”“彩虹风
车隧道党建长廊”。其中，
家风家训示范街”以“仁、
义、礼、孝、勤、和、信、善、
俭、德”为主题，选树 10 名老
党员和德高望重的乡贤代
表，征集他们的家规、家训

制 作 展 示 板 ，以 发 挥 老 党
员、乡贤能人的示范带动作
用，弘扬“传家风、树家训”
的美德，提升了全村农民的
文明素质。

建立激励机制，弘扬文
明风尚。把文明创建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深入开展“文明村屯，干
净人家”创建活动，从家庭环
境入手，推动农民精神面貌
提升和文明村屯建设，进一
步细化、优化精神文明建设
措施，实现村风美、生活美、
庭院美、居室美、家风美。全
县国家级、省级文明村“干净
人家”农户达标率达 85％，
其他行政村“干净人家”农户
达标率达 50％。2021 年，柳
河县被省文明办评为“文明
村屯，干净人家”创建活动优
秀县。

实施“移风易俗”行动，
培育树立文明风尚。加强村
级自治组织建设，按照村民
自治、民主管理的原则，在各

行政村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以及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
会，负责协调处理村民婚丧
嫁娶等事宜。2021 年，党员
干部报备婚丧喜庆事宜 266
件，新办简办群众红白喜事
1200 余件，签订移风易俗承
诺书5万余份。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
富精神文化生活。持续开展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农民文化节等文化惠民
活动，使农村群众的精神家
园更加富庶多彩。组织开展

“你选书、我买单”购书推荐
活动，提升农家书屋出版物
配备的针对性、适用性、可读
性。充分发挥村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阵地作用，开展广
场舞、象棋赛、读书会等文娱
活动，帮助农村群众养成文
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每年举办各类文体活动上千
次。

文明乡风助振兴
——柳河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结硕果

□ 王锐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毕玮琳 报道 近年来，
在省民政厅和省乡村振兴局的指
导下，吉林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协会会同东北师范大学积极助推
科研成果转化、推动小冰麦产业
发展，在我省西部县市设立多个
协会助推乡村工作站，开展了振
兴乡村、服务“三农”的相关工作。

在镇赉县建平乡大岗村，一
块特殊的小冰麦田吸引了周边不
少农户的目光。村民都立山说：

“真没想到，盐碱地上能长出这么
好的小冰麦。”

大岗村党支部书记石云红介
绍说：“省地理标志协会在我们村
设立工作站，来的都是研究小冰
麦的科研专家。在专家的帮助指
导下，明年，我们村要大面积推广
小冰麦种植。”

为了更好地推广小冰麦种
植，省地理标志协会在我省西部
地区成立了多个工作站，同时组
织各村开展小冰麦循环种植的试
点工作。在长岭县三十号乡五撮
村，176户村民的庭院都种植了小
冰麦。

种源建设是保证小冰麦产业
发展的关键一环。20 多年来，小
冰麦在种植区一直处于自由繁殖
状态，存在种子混杂退化、以粮代
种等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
问题，省地理标志协会会同东北
师范大学小冰麦种源多级扩繁模
式体系建设和整体规划，同时开
展了以原种（新育成品种的原始
种子）基地为核心的小冰麦集群建设工作。

2020年7月，省地理标志协会与东北师范大学签署
了《关于共同做好助推科研成果转化，推动小冰麦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书，确定了统一规划、
统一组织、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原
则，充分利用我省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培育地方特色
产业。

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协会秘书长郭茜表示，今年开
展的试点工作已辐射带动我省西部地区近 500 户农
民。未来随着小冰麦产业的发展，小冰麦推广种植到哪
里，工作站就设在哪里。明年，他们打算在盐碱地和低
产田上，组织推广种植面积约2000公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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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长白地区突

遇强暴雨天气。白山边境管

理支队二十一道沟边境检查

站民警接到当地村委会的求

助后迅速携带抗洪器材，在

泥水中顶着暴雨修建临时堤

坝，保护边境村屯安全。

李佳锐 记者 郭小宇/摄

本报讯 刘琳琳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8 月 10 日，省农业
农村厅与中国邮政集团吉林
省分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共同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三方约定，将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重点围绕打造

“双千工程”、加强邮政农产品
品牌建设，强化协作联动，推
动我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
发 展 。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党 组
书记、厅长汪学军，中国邮
政 集 团 吉 林 省 分 公 司 党 委
书记、总经理赵勇出席签约
仪式并致辞，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麦朝、省邮政分公司副
总经理常雨昌、省邮储分行副
行长宋贵武分别代表三方签
约。

汪学军在致辞中指出，此
次签约是贯彻落实吉林省人
民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合作
框架协议，特别是韩俊省长关

于打造“双千工程”部署要求
的具体举措。目前全省农民
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已发展到
22万户，迫切需要搭建对接平
台，在金融服务、产销衔接、市
场流通、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
全链条服务。省农业农村厅
将强化涉农资金整合，把“双
千工程”纳入省级示范家庭
农场和示范合作社，给予重
点扶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将 全 力 支 持 吉 林 邮 政 构 建

“邮政+合作社（家庭农场）+
上下游企业”的中邮惠农模
式和打造邮政农产品品牌，为
邮储银行信贷提供有效信息
服务。

汪学军希望吉林邮政和
邮储银行发挥点多面广的体
系优势，在大力支持新型经营
主体贷款基础上，强化对粮食
安全、黑土地保护、现代种业、
农产品加工业、乡村建设等关
键领域融资保障和相关营销

服务；充分发挥渠道优势，助
力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加大信贷
投入，有效破解农村“融资难”
问题；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加
快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物
流难”问题。省农业农村厅将
与吉林邮政和邮储银行深化
合作，携手打造农邮战略合作
新典范。

赵勇表示，2021年吉林邮
政与省农业农村厅共同开展
了全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遍访工作，实地走访 713 个乡
镇、8186 个村，真实了解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和
目前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了有
力支撑。未来一个时期，吉林
邮政将与省农业农村厅携手
做好“双千工程”，共同构建

“政府+中国邮政+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上下游企业”的为
农服务模式，解决“双千主体”

的“三难”痛点。加强农村公
共服务供给，通过实施“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实现益农信
息服务社与邮政综合便民服
务站、邮乐购站点的共享共
建。联合开展数据合作，探索
将邮政惠农服务信息平台对
接农业农村厅农民专业合作
社系统和家庭农场名录系统
等，实现信息共享，数据赋能
乡村振兴。

据了解，未来三年，省农
业农村厅、吉林邮政、吉林邮
储银行主要在推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服务农
村消费升级、加大农村金融信
贷投入、加快金融创新提升服
务能力、完善农村物流网络、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农
业农村大数据合作等方面开
展全方位合作，推进我省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农邮合作让乡村振兴步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