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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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梓萱 记者 郭小
宇 姚远 报道 今年，临江市实施 5000 万
元以上项目共31个，总投资74.95亿元，
全市多措并举推动各项目落地见效，助
力高质量发展。

加强服务保障，跑出加速度。制定
印发《临江市重大项目容缺受理服务的
实施意见》，针对制约重点项目建设的突
出问题，创新考核办法、优化项目管理流
程，建立高效推进机制，着力减少重大项
目审批环节，最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缩
短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避免因为审
批问题卡住重点项目进度“脖子”。严格
落实县级领导包保责任制，把发现和解
决问题贯穿包保工作全过程，对遇到的
问题随发现、随调度、随解决，明确攻坚
事项、目标任务、完成时限，协调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确保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督促项目部对施工物资储备、安全技术
措施保障、施工工艺改良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部署，以做好冬季施工管理工作，确
保冬季施工安全和质量，努力做到项目
施工冬季“不打烊”。

提前谋篇布局，项目精准化。结合
全省“一主六双”战略决策布局，按照全
市“一盘棋”的要求，会同相关部门围绕
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社会事业、商贸及
物流、工业能源、乡村振兴、老旧小区改
造及房地产开发等重点领域，上下一心
齐动员，全力以赴做好资金、人员、物资
等要素保障，完善谋划重点项目储备，形
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的良性循环，谋
划储备亿元以上项目20个。

全程跟踪服务，严把建设关。严格
落实项目建设“三全”措施，即全方位把
控建设进程、全过程把控质量、全方位落
实管控措施。明确目标责任，明确办理
时限，定期调度重点项目投资、建设进度
等完成情况，定期深入施工现场，做好监
理方、设计方、施工方和学校之间的沟通
联系，进行全过程监督、全过程管理，抓
安全、促进度、保质量。严格招投标程序，本着“只推荐、
不指定”原则，优中选优，确保质量。严格规范报验制
度、报验程序和报验手续，严格按施工标准、施工程序、
施工工艺和施工节点进行工程质检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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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邹鹏亮 报道 近日，为支
撑乡村振兴发展，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制定《交通运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专项行动方
案》，目标在 2025 年，乡镇通三级及
以上公路比例达到99%，自然村（屯）
通硬化路比例达到97.1%，消灭农村
公路既有危桥。每个市（州）至少创
建一个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每

个乡镇都有“美丽农村路”。全省建
制村保持 100%通客车，城乡公共交
通一卡通覆盖率100%，乡镇100%建
成综合运输服务站、建制村 100%建
成物流服务点。

为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吉林
省交通运输厅强化了保障措施，成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

部署、定期调度。另外，省交通运
输厅将推动各地党委政府将农村
公 路 建 设 纳 入 重 点 民 生 实 事 考
核，落实县级人民政府在农村交
通运输发展中的主体责任，确保
全面完成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
改革和“四好农村路”目标任务，
并定期开展督导考评，及时通报，
整改问题。

我省2025年每个乡镇都有“美丽农村路”

本报讯 张伟国 报道 近日，中央
级大型期刊《小康》杂志社联合多家
国家权威部门和专业机构推出“2022
年度县市未来投资热点百佳样本”排
行榜，延吉市以其优良的营商环境、
不断释放的强劲投资潜能优势，在全
国2657个县域中脱颖而出成功上榜，
位列第61位，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全国

投资热点强县。
据了解，“2022 年度县市未来投

资热点百佳样本”榜单的评价推选活
动，以网络大数据、县域专题调研、社
会公众态度和专家评审进行加权综
合测评，并于每年11月发布榜单。

近年来，延吉市特别重视营商环
境的优化提升，针对开办企业、获得

用电用水用气用网、财产登记、纳税、
获得信贷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举
措。延吉市全力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精准出台财税、
金融、外贸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保
障市场主体健康稳定发展注入强大
能量，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发展稳中
有升。

延吉入选“2022年度未来投资热点百佳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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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月彪 记者 徐
文君报道 白城市洮北区深入
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用科技赋能农业，
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
的大熊猫”。

眼下，洮北区水稻秋收
工作已全部完成，各地正在
抢抓上冻前的有利时机，紧
锣密鼓地推进水稻秸秆还
田工作。记者在洮北区镇
南种羊场聚宝山分场看到，
一台台大型农用机械正在
使用水稻秸秆还田技术作
业。

正在田间忙碌的喜彬农
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岳喜彬就是采用水稻秸秆还
田技术的受益者，合作社的
9000亩水田全部采用了秸秆

还田技术。“我连续两年进行
秸秆还田作业，经过测产每
亩地能够增产70斤。”岳喜彬
与记者聊了起来，以前没有
进行秸秆还田，给他的水稻
生产带来了很大困扰，当水
稻插秧后，随着气温逐渐升
高，上一年的秸秆开始发酵
产生沼气，使稻苗出现了死
秧现象，影响水稻生长，造成
减产。

“通过两年的秸秆还田
后，你踩踩我这稻田地，土壤
明显发暄，这秸秆还田，你得
喷上腐熟剂，按照技术人员
要求去做，你不能想咋喷咋
喷，必须达到水量。”岳喜彬
口中的“腐熟剂”就是秸秆还
田的关键所在。水稻秸秆还
田技术就是通过机械将水稻

秸秆全部粉碎后，均匀抛撒
在地表，再用腐熟剂喷洒后
将秸秆深翻埋到土壤中去的
一 项 农 机 和 农 艺 融 合 技
术。通过水稻秸秆粉碎还
田 、深 翻 、加 施 腐 熟 剂 等 ，
加快水稻秸秆在土壤中腐
熟 速 度 ，逐 步 增 加 土 壤 肥
力，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减
少化肥使用量，减轻化学污
染，不断提高耕地质量，促进
粮食增产。

“洮北区已经解决水稻
秸秆还田的关键技术环节，
一是水稻收获时，联合收割
机加装秸秆粉碎抛洒装置，
将秸秆粉碎至十厘米长度以
下，并均匀抛洒于地表。二
是粉碎后的秸秆上要喷洒秸
秆腐熟剂。三是要将喷施完

秸秆腐熟剂的秸秆马上采取
翻埋悬耕或打浆的方式进行
还田。”洮北区黑土地保护监
测中心副主任屈浩宇向记者
介绍。

自从去年洮北区实行大
面积水稻秸秆还田实验以
来，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两
个还田实验分场省肥达到
20%，增产达到10%。今年计
划水稻秸秆还田面积3万亩，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80%以
上。

洮北区将依托示范基地
成功典型，整村推进，逐步形
成以点带面、政府引导、农民
参与的水稻秸秆还田机制，
为 农 业 增 产 、农 民 增 收 打
下 坚 实 基 础 ，提 供 技 术 支
撑。

洮北区：秸秆还田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