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3月 日 星期六4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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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龙云 董凯 记者郭小
宇报道 临江市坚持以新时代吉
林党支部标准体系（BTX）建设为
引领，积极构建“三标”体系，推进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
设，推动全市各领域党支部BTX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高点定标，建强BTX建设组
织根基。实行“三抓”责任机制，
坚持“市委书记亲自抓、党委书记
直接抓、党支部书记具体抓”，落
实“三明确”制度，注重“明确任务
书、明确责任人、明确时间表”，推
动BTX建设责任层层传递、压力
层层传导、任务层层落实。促进
BTX建设与党支部联系点工作深
度融合，统筹各方力量率先将党
支部联系点打造成为 BTX 建设
示范点，结合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分管工作及包保分工，新确定82

个党支部联系点，狠抓短板补齐、
建章立制，以点带面，整体推进。

精准强标，推进BTX建设入
脑入心。树立“燎原精神”，综合
考虑各党支部队伍建设、活动开
展、服务功能等因素，组织一批业
务精、能力强、执行力好的党务干
部开展 BTX 建设深入实践。扎
实做好管理员赓续工作，实行“党
委总管理员负责、新老管理员帮
带、优秀管理员巡回辅导”制度，
全面提升各级管理员素质能力，
推动实现“换员岗位有人顶、岗存
工作有延续”。积极完善打造“市
级 BTX 培训基地”和“各级 BTX
学习课堂”，推动市级理论讲授、
操作实训教育培训基地完善及部
门、乡镇、村学习课堂建设，为定
期举办专题培训班提供阵地保
障。

刚性固标，推动BTX建设提
升进位。根据 BTX 建设推进实
际及需要，及时组建、优化工作专
班，结合基层党建、基层治理，建
立月调度、季报告、半年督导制
度，常态化开展BTX建设全覆盖
检查，分领域点对点累计指出主
要内容填录不规范等四类157处
问题，约谈相关领导18人次；紧贴
BTX 建设“四个再提升”目标要
求，前置工作任务，每月8日前督
促、指导各支部完成录入工作并
开展自查，要求各辖区每月9日前
开展“录入回头看”，兜底保障
BTX建设质量。借助多方平台资
源，发挥信息刊物、媒体平台作
用，让先进党支部经验得到广泛
宣传，推动党支部之间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推动全市党支部BTX
建设提升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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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持续推动党支部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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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军 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农
村基层领导干部整体素质、服
务能力和知识水平，推进全省
乡村振兴工作创新发展，开辟
乡村治理新路径，2月28日，我
省“耕耘者”振兴计划首期乡村
治理骨干专题培训班在东辽县
朝阳村开班。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亮
出席开班仪式并指出，乡村治
理骨干专题培训班是以服务乡
村振兴为目标，培养一批与乡
村治理现代化相协调的乡村治
理骨干，进一步提升党组织书
记的政治意识和党性觉悟，强
化责任担当，提高履职能力，为
推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参训学员
要立足新阶段、勇担新使命，切
实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使命

感责任感，把农业发展好，把农
村建设好，让农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认清角色、找
准定位，不断增强做好农村工
作的责任担当。要做发展的

“领头雁”、做群众的“主心骨”、
做民主管理的“倡导者”、做稳
定的“顶梁柱”。参训学员要珍
惜此次学习机会，静下心、沉下
心、集中精力学习，力求学有所
成、学有所获、学有所进，不断
学习锻炼，提高综合素质和能
力水平。同时，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用理论联系实践，把课
堂“所学”和课后“所用”结合
起来，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
长，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培训以“培养一个人，
带动一个村”为宗旨，着力培育
一批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

“能人”，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此，
省农广校以激发学员内在动力
为出发点，以满足学员实际需
要为落脚点，聘请专业讲师通
过专题讲座、主题讨论、案例分
享、分组路演等方式组织学员
重点学习和拆解“积分制”“清
单制”“村民说事”等全国典型
治理案例，结合本地实际，从乡
村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群
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
题入手。设置发展计划书制定
等教学环节，提升培训转化效
果。培训还将持续关注参训学
员在乡村治理或产业发展方面
的作用发挥情况，引导其与市
场充分有效对接，创设有利于
学员发展的环境。

据悉，“耕耘者”振兴计划
是农业农村部发挥社会力量助
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举

措，由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
合作组织实施，该计划 3 年内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线下免费培训10万人次、
线上免费培训 100 万人的目
标，提升乡村治理骨干人才的
治理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引领带动小农户发展能力，促
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

本次培训班为期 5 天，是
我省本轮“耕耘者”振兴计划首
批送教专题培训班，班级设
助教参与各组学员的学习和
讨论，实时记录各学员出勤、
讨 论 和 学 习 期 间 的 表 现 情
况，并给予对应学分，学分的
高低结合小组路演的排名，
晋级排名前 10 名学员将参加
下一阶段的异地研学培训。

培养一个人 带动一个村

我省乡村治理骨干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李军 记者侯春强 报
道 2月28日，全省“三农”工作金融
政策对接会议在中国银行吉林省
分行培训中心召开。本次会议采
取“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线下
设置主会场1个，各市（州）、县（市、
区）和金融机构设置了分会场 53
个，参会人员达900余人。同时，进
行了线上同步云直播，观看浏览量
达8.2万人次。

本次会议由省农业农村厅主
办，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协办，旨
在加强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和政府
部门之间的对接合作，实现面对面
沟通交流，点对点解决问题，实打
实推动金融更好支持全省“三农”
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农业
强省、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有力支撑。

会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详细解读了金融政策，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
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吉
林银行9家金融机构分别介绍了金
融产品，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安华农业保险介绍了担保和
保险政策，长春国信现代农业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乾溢农业发展
合作联合社、永吉县九月丰家庭农
场等6家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
代表分别介绍了融资需求情况。
吉林鸿翔种业有限公司与中国银
行吉林省分行、吉林中矿棋盘农业
服务专业合作社与吉林九台农村
商业银行进行了现场签约。

近年来，我省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在养殖
业方面，出台了“政银保担”、肉牛
活体抵押贷款等政策措施；在种植
业方面，推出了完全成本保险、收益保险等金融服务，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打赢脱贫攻
坚战、扩大“三农”有效投资、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截至2022年12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
额6040亿元，同比增长9.2%，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2.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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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洮南市黑水镇西瓜产业
园种植大棚，一派繁忙景象。有人装
袋、有人播种，工人分工明确，正在紧张
有序地进行西瓜育苗等备耕工作。

育苗棚里，王金贵正在观察西瓜育
苗区不同地块中的温度传感器示数，并
及时对各地块做出调整，确保温度适宜
幼苗生长。“我今年备耕就一个‘活儿’，
那就是控制育苗温度。我去年加入合
作社，合作社为我们提供了统一的技术
和市场，去年我家种植的西瓜与往年相
比多赚了近20万元。”王金贵介绍。

2022年以来，黑水镇充分发挥西瓜
产业园西瓜大棚种植优势，引进先进嫁
接种植技术，以合作社为引领，坚持统
一农资、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经
营、统一收割、统一销售的“六统一”模
式，在全镇开展西瓜规模化、工业化种
植，让备耕从“待时播种”转变为“抢先
抓早”，种瓜从“什么都管”转变为“各司
其职”，种植从“重茬轮种”转变为“压茬
种植”，销售从“量少分散”转变为“量大
畅销”，全面带动西瓜产业发展，真正让
黑水镇瓜农的“春天”提前到来。

“我们今年开始集中化种植西瓜，
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方式，吸引了全
村和周边乡镇几百户瓜农进行集中备

耕，今年春季备耕较每年提前了两个
月。合作社不仅为瓜农集中育苗，还与
省农科院合作，引进了先进的嫁接技术
和种植技术，改变了几百年黑水西瓜固
有的轮作种植模式，提升了西瓜的产量
和品质。现在西瓜种植有了规模，全国
各地的客商已陆续开始提前与合作社
联系订购，瓜农心里更有底了。”黑水镇
黑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白金日
说。

今年，黑水西瓜在销售渠道上以长
春作为主打销售市场，设立洮南黑水西
瓜品牌旗舰店，逐步打入北京、上海等
地市场。以品质为根本，依托天津渤海
交易所等电子商务平台打造品牌口碑，
拓宽市场规模，建立从种植源头到加工
包装销售的规范化队伍和产业化链条，
统筹整合资源，组建仓储、销售、物流为
一体的一站式服务集散中心，将黑水西
瓜产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2022年，在园区与合作社
的带动下，黑水西瓜产业实现了产量1
亿斤，产值近 2 亿元。今年，黑水镇在
园区内新改建了4800平方米专业育苗
基地，增加种植面积 7500 亩，预计比
2022年增产650万斤，增加产值近千万
元。

黑水镇：春来瓜农备耕忙
□ 谭石 郑丹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