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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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今年以来，桦甸市把发放黄牛
养殖创业担保贷款作为促进就业
创业的重要抓手，通过提高办理效
率、取消反担保措施，不断扩大黄
牛养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知晓率
和受惠面，为农村创业人员提供有
力资金支撑。截至9月末，共发放
黄牛创业贷款 1137 户 5685 万元，
全市累计发放黄牛创业担保贷款
1.1亿元，促进农民养牛创业致富。

桦甸市就业局依托“春风行
动”“就业援助月”等各类招聘活动
宣传贷款新政策，发放《桦甸市创
业担保贷款指南》，提升黄牛创业
担保贷款知晓率。协同各部门开
展政策培训，组织村民分享养殖
经验，带动更多的农村创业者。

今年黄牛贷款取消第三方担保，
仅此一项就为每户贷款户节约
1500 元的担保费。

桦甸市就业局把黄牛养殖创
业担保贷款工作与经济发展、乡村
振兴和“双创”工作紧密结合，扩大
支持范围、扩大贷款对象、放宽担
保要求、放宽贷款用途、加大贴息
力度，认真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新政
策，规范内部程序，使创业担保贷
款规范化、程序化。

邮储银行桦甸市支行引进十
余台移动展业设备，实现现场查询
征信，当时反馈征信结果，全流程
线上作业，线上采集信息，线上签
约，线上放款，当天受理，最快半小
时就能收到贷款，最迟第二天审批
通过。邮储银行扩大信贷人员队

伍，调集一切可利用人力物力，分
组包保到村入户，全部人员按计划
分组奔赴各乡镇村组，进行产品宣
讲，对各乡镇摸排意向客户进行受
理，让老百姓免走冤枉路，实现一
站式服务。农商银行简化黄牛贷
款审批手续，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
放款，采取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
地满足客户需求。

桦甸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集
中办理与深入基层相结合的方式，
有序地帮助养牛户完善营业执照
申请手续，开辟了集中办理绿色通
道，增设5个窗口，抽调8名业务骨
干组成工作组深入乡镇、村办理黄
牛贷款采集信息，提交申请不到半
小时，贷款户就可以拿到营业执
照。

桦甸黄牛贷款突破5000万元大关

近 日 ，图 们

市向上街道兴边

社区组织志愿者

来到石岘镇向阳

村，帮助缺少劳

力的村民采摘黑

果，及时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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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晓羽 记
者 郭小宇 报道 9月29
日，德惠市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在长春市南湖宾馆举
行，签约的 19 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近 266 亿
元。

长春循环经济产
业园项目、大唐吉林公
司“新能源+燃机”调峰
一体化项目……一个
个重点项目的集中签
约是德惠市投资项目
百日攻坚成果的集中
展示，也是德惠良好
发展环境和广阔发展
前景的生动体现，更
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多年来，德惠市牢固

树 立“ 你 投 资 、我 铺
路，你经营、我保护”
的工作理念，倾力打
造“成本最低、信誉最
好、效率最快、回报最
高”的投资洼地，为企
业发展探路前行，竭
诚 为 企 业 提 供 全 天
候、全流程、全方位服
务，为项目建设纾困
解难；全力构建“亲”
而有度、“清”而有为
的营商环境，让企业
在德惠投资放心、办
事省心、发展舒心，为
兴业创业保驾护航。

近 年 来 ，德 惠 市
委、市政府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理念，依托
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
禀赋和产业基础，全力

以赴抓项目、优环境、
促投资，为县域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增添了强
劲动力。集中签约的
19 个项目与德惠市实
施“农业立市、工业强
市、三产兴市”战略，构
建现代农业、食品工
业、循环经济、清洁能
源、装备制造、现代服
务六大经济版块的目
标定位高度契合，为德
惠全面融入长春“六城
联动”建设，全力打造
哈长城市群重要节点
城市，国家现代农业
发展引领区、全国知
名绿色食品产业示范
区、全省循环经济发
展先导区提供强力支
撑。

德惠19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近266亿元

本报讯 王伟 报道 习近平
总书记对我省“三农”工作寄予
厚望，来吉林视察时明确要求

“充分发挥吉林农业的特色和
优势，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争当
现代农业建设的排头兵”。全
省上下始终牢记使命担当，全
面建设现代农业“三大体系”，
使我省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走在
了全国的前列。

生产体系加速完善提升
稳定粮食产能。全省粮食

总产量达到 807.84 亿斤，增长
率居全国前十大产粮省第 1
位，净增量居全国第2位，储备
调出量居全国第 3 位，单产居
全国第4位，总产量居全国第5
位，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了吉林贡献。

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加大
粮食生产政策支撑，充分调动
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
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8000
万亩以上，划定粮食生产功能
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7413.3
万亩。今春粮食播种面积目标
8570 万亩，比去年增加 47.3 万

亩，超过国家下达我省任务20
万亩。

推 进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
2021年全省年度新建高标准农
田 504.17 万亩，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年度任务4.17万亩。全省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034 万
亩，占全省总播种面积47%。

加强农机装备建设。2021
年底，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 92%，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稳居全
国前列。

产业体系加速融合发展
重点产业蓬勃发展。农产

品加工业销售收入增长 10%，
农林牧渔业增速达到 13 年来
最好水平，对全省经济增长贡
献率比上年增加 2.5 倍。“秸秆
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全面启动，乡村旅游、农村电商
逆势增长。

打造产业融合新载体。累
计创建农村三产融合先导区6
个、乡村振兴战略试验区 14
个、产粮大县乡村振兴新动能
培育试验区 6 个、省级以上现

代农业产业园41个、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26个、国家级产业强
镇21个、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43个。

着力打造十大产业集群。
立足全产业链发展，打造玉米
水稻、杂粮杂豆、生猪等十大产
业集群。今年组织群长单位谋
划十大产业集群重点项目100
个，目前已启动建设86个。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
发展订单农业，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保底收益+入股
分红”等模式，形成比较稳固的
购销利益联结关系。

突出农业信息化引领。在
全省9个市（州）和梅河口市开
展“吉农云”整村应用的“数字
村”试点，已建成“数字村”示范
村 13 个。开展“吉农码”推广
应用，推进智慧农业项目建设
试点，为农业生产与服务提供
决策依据。

经营体系加速创新突破
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

扎实推进双阳区、九台区、东辽
县、公主岭市、靖宇县等5个整

县规范提升试点，支持发展联
合社，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促
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农
民合作社发展到 8.6 万户。实
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家庭农
场发展到7.7万户。

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加
快推进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发展，持续
推进梅河口等11个县（市、区）
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
试点。

加快推进 MAP 建设。完
成选址和初步勘验 MAP 中心
15 个，新建 20 个、累计达到 35
个。建设乡村服务站 611 个，
覆盖粮食主产县份 20 个，构
建功能齐全、统筹联动、服务
高效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服
务体系。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
启动农村“三变”改革，推进吉
林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
设。整合省级财政资金 2000
万元，用于支持梨树县国家农
村改革试验区试验，推进农村
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

我省农业现代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日前，蛟河市乡
镇街新版全流程审批系
统正式上线，标志着蛟
河市形成了“一网通办”

“全城通办”的“政务服
务圈”。

本次新版审批系统
上线后，将蛟河市级政
务服务事项的接件环节
在当地各乡镇街便民服
务中心铺开，一次性延
伸 300 多项政务服务事
项。蛟河市在17个乡镇
街道统一建立综合办理
窗口，统一培训窗口服
务人员，统一制作政务

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
南，实行“乡镇统一受
理、市级分类审批、乡镇
窗口出件”的办件模式。

新 系 统 执 行“17 +
N+2”工作体系，即17个
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开设
无差别综合窗口，全面
运行政务服务全流程审
批系统；N 个市级政务
服务部门与各乡镇综合
窗口后台联动，随时审
批政务服务事项；采用
免费邮寄和乡镇统一窗
口出件两种渠道获取办
理结果，方便办事群众
取件。

蛟河开通“全城通办政务服务圈”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9 月下旬，
我省陆续开始秋收。根据农情调度，
截至 9 月 26 日，全省秋粮已收获
1.51%。其中，水稻已收 1.91%，玉米
已收 0.4%，大豆已收 4.76%。10 月 1
日前后水稻、大豆开始大面积收获，
10月5日左右大规模收获玉米。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
领导下，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战疫情、
保农资、抢农时、扩面积、排渍涝、提
单产，奋力夺取粮食生产好形势。作
物进入灌浆期后，温光水匹配较好，
西部易旱区、中部和东部坡岗地作物
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为提高秋收质量和效率，近日，
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抓好后期田
管和秋收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具
体措施，分类指导适期收获、农机具
准备和保障秋收生产安全等。针对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的早霜，联合省气
象局发布灾害风险预警。同时，启动
秋收进度“一周两调度”工作机制，及
时发现解决困难问题，确保秋收有序
推进。

为保障秋收生产安全，省公安厅会同省农业农
村厅联合开展拖拉机上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
治、大教育、大服务”专项行动，在“人”“车”“路”三
个关键上下功夫，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
农机手培训指导，确保机收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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