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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明哲 王博凡 记
者 郭小宇 报道 白山市浑江区
以打造全市“政治中心、经济中
心、文化中心和旅游发展集散中
心”为主攻方向，全面建设践行

“两山”理念试验区，去年争取专
项债 7.2 亿元，4 个园区全部开
工建设，既开创了历史新高，也
坚定了发展信心。

创建一个基地，搭建“六大
平台”。浑江区投入资金 2000
余万元，创建吉林两新党建长白
山红色孵化基地，总建筑面积
1.49万平方米，涵盖两新组织孵
化基地、人才服务中心、生态赋
能工厂三大区域，建设党建工作
双覆盖、优秀人才汇聚、企业新
型孵化、技术成果转化、优质社
会化服务、新就业群体暖心“六
大平台”。

目前，基地已正式投入运
营，入孵企业 10 户。以基地为

主阵地，浑江区以东兴街道“小
个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红旗
街道“红旗商圈”党建指导服务
中心、广电中心红色电商产业孵
化基地、新建街道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江北街道

“红心物业”党建联盟为辅助，构
建“一主五辅”两新党建阵地体
系。通过引领、服务和孵化，该
区整合资源要素为企业提供全
方位服务，推动孵化出若干个小
微企业，不断助力企业“上规升
级”，阶梯式孵化出若干个规上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打造一个平台，做大“五大
产业”。围绕医药健康、绿色食
品、文化旅游、环保新材料、高效
精细农业“五大主导产业”，浑江
区全力打造泛长白山地区产业
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平台。持
续把产业规模做大，质量做优做
强，以打造支柱产业支撑高质量

平台建设。构建政策、科技、人
才、金融、园区、项目、渠道、标
准、品牌、数字“十大要素保障”
和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建设、干
部素质提升“三大措施保障”体
系，突出要素集结，补短板强弱
项，破解难点和堵点，支撑五大
主导产业发展，助力高质量发展
平台建设。

打响一个品牌，加快“四季
融合”。浑江区立足现有资源禀
赋和自然条件，全面培育打响

“红色历史、健康、生态”文化品
牌。

聚焦域内东北抗联、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等历史事件，讲好
革命故事。加快推进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一军成立纪念地展示
工程、五间房抗联密营展示园、
七道江会议纪念馆改陈布展、党
史主题展馆、红色影视基地等项
目建设，打造出一批经典红色文

化“旅游+培训”线路。
聚焦“健康中国长白山在行

动”，深入挖掘森林、滨水、温泉
等康养旅游元素，大力发展以休
闲度假、康体养生、医疗保健为
主体的健康旅游产业。充分开
发利用林蛙、食用菌、五味子、甜
玉米、蜂蜜等特色动植物资源，
生产、加工健康食药产品。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引领“两江、三山、三
湖”等优势旅游资源向集约化、
生态化和品质化产业发展，差异
化建设一批具有历史记忆、地域
特色、文化内涵的文旅项目，加
快“四季融合”步伐，形成春季赏
花观景、夏季避暑休闲、秋季旅
游采摘、冬季高山滑雪的全季节
可持续发展模式，为全面建设践
行“两山”理念试验区持续做出
浑江贡献。

实施“三个一”战略 构建“一区多园”格局

浑江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魏静 胡佰策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近日，省林业
和草原局正式印发《吉林省林
草种苗发展“十四五”规划》，
根据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和林
草行业保护发展的新形势，确
定了全省林草种苗发展的方
向和目标。

近年来，我省林草种苗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林草种质资
源得到有效保护，林木良种基
地建设成效明显，苗木生产供
应能力不断增强，林木种苗行
政管理职能逐步强化，但也存
在着林草良种选育改良缓慢、
林草种苗生产供应体系不完
善、良种推广难度大等问题。

我省确定了林草种苗发
展的指导思想：以提供品种对
路、质量优良、数量充足的林
草种苗为目标，以有效保证林
草建设和国土绿化良种供应
为中心，牢固树立“林以种为
本，种以质为先”理念，加强种
质资源保存库、良种基地和保
障性苗圃基础建设，引导建设
种苗交易市场、种苗龙头企业
和种苗知名品牌，建立健全种
苗补助、种苗质量追溯和种苗
育繁推一体化机制，努力提升
林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能力、
育种创新能力、种苗生产供应
能力、市场服务监管能力和种
苗企业竞争能力，推动全省林
草种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
动林业强省建设，促进现代林
草业可持续发展发挥基础作
用。

我省林草种苗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25 年，
力争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达到 78%，基地供
种率达到 96%，林草种子受检率达到 98%，苗木合
格率 95%以上；草品种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大力
发展乡土草种，力争达到自给自足。林草种苗违
法案件查处率达到 100%。种质创新取得新进展，
选育并通过审（认）定高产优质用材林、高产经济
林、高抗性的林草良种品种 15 个以上。全省种质
资源保护利用制度基本建立，种子生产供应体系
进一步健全，苗木交易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
水平进一步提升，供求信息发布制度基本形成，制
约种苗发展的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全省林草
种苗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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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长白山
开发区党工委和管委会，梅河口市
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政
府各厅、委和各直属机构，各人民
团体：

2022年，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
论述，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有效
应对重大疫情冲击、阶段性干旱、
低温寡照、严重渍涝等多重不利因
素 影 响 ，粮 食 产 量 高 位 增 长 至
816.16亿斤，稳居全国第五位，净增
量居东北三省首位，单产达 940.52
斤/亩、在全国粮食主产省份中位列
第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
吉林贡献。

为表扬先进、激发力量，进一
步调动地方党委和政府重农抓粮、

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省委、省
政府决定，对榆树市等粮食生产十
强县、长春市农民职业教育中心等
45个粮食生产突出贡献集体、长春
市农业农村局于德源等 35 名粮食
生产突出贡献工作者、吉林省鸿
翔农业集团公主岭市鸿翔种子加
工有限公司等 20 个粮食生产突出
贡献生产标兵、公主岭市联众家
庭农场等 50 个粮食生产突出贡献
玉米种植优秀主体、吉林吉农水
稻高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
40 个粮食生产突出贡献水稻种植
优秀主体、榆树市云飞农机种植
专业合作社等 10 个粮食生产突出
贡献大豆种植优秀主体给予通报
表扬。希望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
绩。

2023年，各地各部门要以受表
扬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把抓好粮
食生产作为建设农业强省的首要
任务和头等大事，牢牢扛稳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承接好中央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任务，全力以赴推进我省“千亿
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为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3年2月24日

（《吉林省粮食生产突出贡献
集体和个人表扬名单》见02版）

省委省政府关于表扬粮食生产突出贡献集体和个人的通报
本报讯 吕俊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2月24日，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工作会议在长春召开。会议总
结了2022年执法工作，对2023年具
体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确保新时代新
征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再上
新台阶，取得新成就，收获新业绩。

2022年，全省各级生态环境执
法机构围绕“五大保卫战”重点任
务，贯穿全年统筹开展了春季清
河、秸秆全域禁烧巡查、夏季攻势
及秋冬会战“四大”专项行动和固
废危废处置、监控数据弄虚作假、
燃煤供热企业、污水处理厂、排污
许可、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规模化
畜禽养殖、生态破坏、噪声污染、碳
排放监管等“十大”专项执法，重点
时段、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普遍性
违法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022年，全省共办理生态环境
案件714件，其中行政处罚案件660
件，实施五类案件 54 件，罚款金额
2993.96 万元。共派出执法人员

15.2万人次，检查重要单位和点位9
万余家次，发现和整改问题148个，
实现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理处置

“两个 100%”。全省接入在线监控
系统重点排污单位1199家，监控点
位 1900 个，及时有效传输率达到
96% 。 全 省 受 理 环 境 信 访 投 诉
10508 件，已办结 10492 件，办结率
99.8%，平均满意度达到94.1%。

2023年，全省生态环境执法工
作将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和建设生态强省为统领，牢牢把握

“科学执法、精准执法、依法执法”
原则，围绕“综合执法突出‘零容
忍全覆盖’、专项执法突出强化重
点行业监管、执法大练兵突出统筹
推进提档升级、信访工作突出案件
处置质效提升、法治建设突出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锻造主力军突出
坚持党建引领”等六方面为抓手，
持续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效
能，抓重点、破难点、创亮点、树标
杆，以高效能执法监管助力生态环
境高质量发展。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会议召开

通榆县积极

抢抓全省“秸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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