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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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炎桐 田晓
雨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靖宇
县坚持紧扣“两山”理念试
验区建设发展需求，坚持党
管人才不动摇，用抓经济发
展的决心抓人才发展，抓招
商引资的力度抓人才引进，
构建“大人才”格局，不断提
升人才集聚驱动力，打造人
才聚集“智汇圈”。

以高端人才驱动产业
创新。汇聚高端智力，推动
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带
动更多人才和科研项目落
户靖宇。邀请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玉到景山镇景山村
对村集体经济项目羊肚菌
种植进行实地调研。举办
长白山寒地蓝莓节，聘请中
国园艺学会小浆果分会秘
书长吴林、副秘书长李斌等
14名专家教授为中国·靖宇
长白山小浆果科技顾问。
推动“政校企”深度合作，政
府、企业先后与沈阳农业大
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打开了小浆果产业发展新

模式。
以文化人才赋值文旅

产业。深入实施人才兴旅
战略，以文化人才提升文旅
产业竞争力。在花园口镇
花园村打造“乡村振兴摄影
创作基地”，建立曹保明、赵
春江名家工作室，围绕挖掘
长白山文化资源、打造松花
江文旅经济带等合作领域，
举办各类常态化、品牌化的
文化活动，推动构建文化赋
能乡村振兴试点县、示范
镇、示范村三级发展格局。

以青年人才释放振兴
动能。为吸引靖宇籍大学
生回乡，加大对本省高校毕
业生、本地户籍或者是目前
在靖宇工作的青年人才引
进力度，依托“人才编制池”
开辟“绿色通道”，大力引进
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建
立“青年就业见习基地”，组
织“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拓宽大学生留靖就业
渠道。举办“青春有约·爱
在泉城”青年人才婚恋交友

专项活动，让青年人才在靖
宇安居乐业。举办“情系英
雄城·一起向未来”靖宇学
子家乡行活动，向靖宇籍青
年广泛宣传家乡产业优势、
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为他
们回乡创业牵线搭桥。

以人才智库蓄好人才
活水。持续挖掘人才优势，
汇聚智库“蓄水池”。进一
步盘活人才资源，建立高端
人才“智力库”、技术人才

“专业库”、乡土人才“能手
库”、治理人才“强基库”、青
年人才“学子库”五大智库
5991 人，持续引入“最强大
脑”，为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输送服务“智囊团”。打造
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培
训课堂品牌，清华大学乡村
振兴远程教学站落户靖宇，
举办线上专题培训13期，累
计培训 3000 余人次，持续
开展“学历提升”计划和乡
村 振 兴 人 才 职 称 评 审 工
作，全面提升各类人才素
质能力。

靖宇打造人才聚集“智汇圈”

本报讯 王劲松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脱贫攻坚带头人王连强、岭城好
青年吴中兴、种谷子的女强人王艳
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

“吉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学员”。在
第二十一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省
高素质农民培育学员名特优农产品
展销专区异常火爆，12 名经过培育
的高素质农民代表，带领各自团队
信心满满地向参会者介绍产品。

据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处长赵
淑杰介绍，省农业农村厅先后组织
433 名优秀农民到法国等 5 个国家
开展国外研修培训，组织新型经营
主体带头人省外交流培训 1800 人
次、青年农场主培训1600人、高素质
农业经理人培训400人。

省农业农村厅培训中心主任曹
凤臣说：“一批参加培训的农民成了
先进典型、致富带头人。”据介绍，先
后有两人获得“全国十佳农民”称
号，4人被团中央和农业农村部评为
第十一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15人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农民培
训优秀学员扶贫带富先锋，3人被省
委省政府评为吉林省特等劳动模
范，10人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这
些高素质农民以自身的努力诠释着
吉林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勇气。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2014年以来，全省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
规模持续扩大，产业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在中央和省级财
政的大力支持下，省农业农村厅9年累计免费培训
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23万人。通过高素质农民
培育项目的有效实施，培育了一支“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长期稳定扎根乡村的高素质
农民队伍，有效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为全省
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据了解，高素质农民培育采取“国外+省外+省
内”“线上+线下”“课堂+田间+市场”等培训模式，
覆盖种养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惠及农机、特产、
蔬菜、果树、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等各类涉农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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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近日，中国国际商会吉林
商会果仁（松籽）专业委员会
在梅河口市宣告成立。随
后，举行了中国（吉林梅河
口）果仁（松籽）产业国际经
贸交流会”，与会领导、业界
人士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合
力助推产业发展。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梅河口就是全国最早的松籽
加工贸易区，更是东北第一
批开展对外贸易的窗口城
市。40 多年来，该市始终把
果仁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产
业门类给予大力扶持，以松

籽加工和贸易的快速发展，
拉动核桃、榛子、瓜子等其他
果仁加工业迅速扩张，用“小
铁锤”敲出了大产业，全世界
近七成的松籽原材料在梅河
口市加工后销往全球，果仁
总产量占全国的80%，出口量
占全国的70%，成为世界最大
的树生果仁加工集散地。

来自国外的客商代表通
过视频参加这次会议。中国
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专家、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代表就产业现状、存在
问题、应对措施及有效利用
国际知名展会，助力果仁产

业发展等发表主旨演讲。
据了解，中国国际商会

吉林商会果仁（松籽）专业委
员会的成立，对于整合资源、
形成发展合力、扩大产业优
势和影响、规避风险、强化行
业自律，助推果仁产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会上展示了我省特别是
梅河口市松籽仁等果仁系列
展品及衍生品。梅河口冠林
土特产品有限公司、吉林弘
越食品有限公司、梅河口市
浩成食品有限公司分别与香
港、大连等地客商达成合作
意向，签约金额9000万元。

梅河新区举办果仁产业经贸交流活动

本报讯 边境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水是生命之源、健康之
要、幸福之基，而农村供水保
障，关系千家万户，对老百姓来
说，能用上稳定干净放心的水，
日子才过得舒心。

抚松县黑松谷供水工程位
于仙人桥镇，山清水秀环境优
美。“仙人桥镇黑松谷供水工程
6月底开始试运行，预计今年10
月份正式投入使用。”抚松县水
利局农饮服务中心主任王抚民
介绍。

抚松县仙人桥镇区、温泉
社区供水设备陈旧老化，不能
满足当地群众用水需求，尤其
是每逢重大节日，流动人口增
加，群众生活用水更是不足，给
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为彻底解
决仙人桥镇区、温泉社区居民
生活用水问题，抚松县水利局
谋划建设黑松谷供水工程。该
项目是千吨万人区域性规模化
供水工程，是一项按照“规模化

发展、标准化建设、专业化管
理、准市场运营”的要求，以有
利于供水安全、节约成本、方便
管理为原则，科学规划的农村
供水保障工程，是抚松县有史
以来投资最多、规模最大、标准
最高、受益最广的农村供水工程。

2020 年 4 月 15 日，仙人桥
镇黑松谷供水工程项目正式开
工。为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实
施，抚松县水利局成立了建设
项目部，抽调技术骨干吃住在
工地，按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
求，组织协调参建各方，制定切
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倒排工期，
加大人员、机械等施工力量投
入，按工期要求全面完成建设
任务。该工程实施后将彻底解
决仙人桥镇 2 个社区、4 个村
1.8 万人饮用水水量不足问题。

“现在打开水龙头就有水
用，而且经过净水器处理，喝的
都是干净水。”双辽市东明镇后
太平村村民对生活饮用水的变

化体会很深。
在 双 辽 市 东 明 镇 ，建 于

2019 年、总投资 492 万元的太
平村农村供水工程，已为东明
镇后太平村、王家村、东明村、
盘 山 村 四 个 村 14 个 自 然 屯
1553 户 4889 人提供生活用水
保障，切实提升百姓幸福感。

据了解，双辽市自 2000 年
开始实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项
目以来，共投资3.96亿元，建设
农村供水工程169处，铺设管网
7378.442 千米，打水源井 164
眼，建井泵房164座，安装机电
设备 164 台套，上水处理设备
48 台套，惠及全市 18 个乡、镇
（街）206个村642个自然屯28.8
万农村居民，实现“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水费收取、24 小时供
水”3个关键性指标100%，持续
提升农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
感和获得感。

从“没水喝”到“喝好水”，
从“饮水难”到“饮水甜”，农村

饮水工程，让汩汩干净水带着
浓浓的民生情怀，流进千家万
户，有效改善了全省广大农村
群众生活。

自“十三五”以来，全省各
级水利部门精心谋划、真抓实
干，以脱贫攻坚解决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为切入点，投入
121.1亿元（是前10年总和的近
2 倍），巩固提升了 899.95 万农
村居民供水保障水平。到2021
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供水工
程1.9万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95.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1.3 个百分点，农村供水保障
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全省农
村供水工程体系已基本建立，
接下来在持续做好工程标准化
建设改造的同时，聚焦工程良
性运行，健全长效机制，全力推
进工程县级统管，在线监管，以
高效实用的管护方式和信息化
监管手段，保障农村供水工程
可持续发挥效益。

2021年底已建成农村供水工程1.9万处

我省农村供水工程体系基本建立

多年来，长春农博园坚持

“情系教育发展，助力学生成

长”的理念，倾情打造省内乃至

全国大中小学生优质的劳动教

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承担

起延伸学校教育，衔接社会教

育，全力打造以现代农业为特

色的技术型、智慧型国家级学

生实践教育基地。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