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兴，则农村兴；农村兴，则国家旺。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帮扶
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
增收致富渠道。

如何做好吉林“土特产”文章，为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全国两会期间，我省全国人大代表、住吉
全国政协委员聚焦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纷纷
献出“金点子”，汇成“锦囊集”。

深挖“土”做精“特”破解农民致富难题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回望
2022年，我省乡村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发
展成绩斐然。

长春市双阳区坚持以省级鹿业现代农业
产业园为引领，不断发展梅花鹿标准化养殖
和精深加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优势日益凸
显，先后被评为中国梅花鹿标准化示范区、中
国梅花鹿种源养殖示范区；

四平市伊通县积极构建新型产业链，围
绕中药材、大榛子、樱桃、蓝莓、苹果梨等特色
种植产业优势，做强做优“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已有13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以上种植类

“一村一品”示范镇村；
延边州汪清县聚焦黑木耳，坚持抓标准、

建基地、树品牌、强带动、延链条，2022年黑木
耳种植量突破6.5亿袋，总产量达3.5万吨。现
在，小小的黑木耳已发展成为延边州各县市

“多镇一品”“数村一业”的富民产业；
……
一头连着脱贫增收、乡村振兴，一头连着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特色产业
的潜力不断被挖掘，既促进了乡村振兴，更为
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注入新的动
能。

“一粒小小的玉米，经过精深加工，就可
以生产出淀粉、蛋白粉、玉米胚芽粕、玉米原
油等多种产品。”朱亚波代表来自“天下第一
粮仓”榆树，她认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最根
本的还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真金白银”的收
获，“作为农业大省、产粮大省，我省要紧扣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加快发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产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深耕花卉种植行业18载，朱亚波代表对
“特”字有着深刻的感受。她建议，各地要深
挖本土名、优、特等有地域代表性的农产品，
推动形成县域产业“一乡一品”“一县一业”发
展格局，减少乡村产业同质化竞争。

通物流 强保障“吉农优品”飞入百姓家

长白山人参、汪清黑木耳、吉林大米……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产。我省黑土肥沃，物
产丰富，出产的农产品品质优良、绿色安全。
在京东、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吉字号”
农产品搭乘互联网快车，及时对接全国市场，
开辟了促农增收的新路径。

“发展农村电商，让农产品‘种得好’，也
‘卖得好’。”玉明姬代表兴奋地说。在助力乡
村振兴实践中，依托政府、平台及其他社会力
量，运用产业、人才、科技三要素，发展电商
产业，已经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升级的新模
式。

“农村电商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懂市场、
精技术、善经营的优秀人才去引领示范，发挥
作用。”玉明姬代表认为，“要通过税收、奖补
等政策，引导和支持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等社
会力量向乡村下沉渠道资源，深度融入县域
经济发展，在产业提升、人才培训、社会保障
等方面开展系列帮扶，激发农村电商发展的
动力和活力。”

“做活做精‘土特产’文章，让吉优农品顺
利走出‘深闺’，‘飞’上百姓餐桌，离不开法治
保驾护航。”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正式施行，确立了农产
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在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中的长期性、基础性地位。迟日
大委员表示，要不断提升涉农领域普法水平，
以鲜活的案例释法明理，增强法律意识，做到
懂法守法，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盘活“土特 产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新 引
擎 ”。 一 幅 幅 欣 欣 向 荣 、人 民 幸 福 的 美
丽 乡村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徐徐铺展开
来。

盘活“土特产”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代表委员热议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吉林日报记者 李娜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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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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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孟繁杰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在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重视做好农村产业振兴、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等多项工作，这为我们落实
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农业是吉林最大的优势和潜力，
是我们对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始终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对吉林“三农”的殷殷嘱托，
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争当现代农
业建设排头兵”砥砺奋进，坚决扛稳国
家粮食安全重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提出，把“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省上下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坚持党政同
责、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强化工作推进措施，守底线、
补短板、扬优势，推动全省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

新征程上，我们有责任有能力继
续探索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可行路径，我们有信心有底气让
乡村振兴的吉林实践更加精彩。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
要论述，我们要牢牢把握产业振兴这
个根本，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精心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
尾”“畜头肉尾”大文章，以农产品及
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产业为重
点，着力把吉林打造成全国人民的粮
仓肉库、中央厨房；要牢牢把握农民增
收这个关键，充分利用吉林省的自然
生态和资源禀赋优势，不断拓展农业
新兴业态，促进农牧渔业、旅游、文化
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才能富起来；要
牢牢把握生态宜居这个支撑，全面落实《吉林省乡村建设
行动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千村示范”“百村提升”专项行
动，打造一批生态美、环境靓、乡韵浓的高水平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

乡村蕴含着无限希望，孕育着蓬勃生机。只要我们锚
定乡村振兴的既定目标，铆足干劲，以更有力举措、汇聚更
强大的力量，就一定能绘就新时代白山松水产业兴、生态
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绚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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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当
前，正值全省备春耕生产关
键时期，即将进入春季农机
作业高峰期，农机安全事故
易发、高发。近日，省农业农
村厅下发《关于加强 2023 年
春季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提高政治站位，把防风险、保
安全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全
力抓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持
续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检
查。迅速组织动员农机安全
网格员、协管员等基层一线
力量深入辖域内的农机户、
农机合作社等生产经营组
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风
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
加大督促整改力度，努力做
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前，化解
在小。特别是配合当地政府

加强无牌无证拖拉机、联合
收割机的整治力度。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毫
不松懈做好农机安全应急值
守。近期组织领导干部带
班，专人值守，公布24小时值
班电话，紧盯辖域内重点单
位和重点场所，第一时间掌
握和处理农机安全生产动态
情况，并加强舆情监测、分析
研判和应对处置。3月3日－

17 日，实行农机安全生产事
故及舆情应对即时报告制
度，对于出现涉及农机伤亡
的事故（包括农机道路交通
事故）要第一时间向省农业
农村厅报告，不得迟报、漏
报、瞒报；对于出现影响农机
化生产顺利开展的舆情，亦
应第一时间报告省农业农村
厅，并依法依规及时有效应
对处置。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

全力抓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

为确保农机购置补贴及时、足额、准确地发放到购机户手中，安图县周密部署，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工作，最大限度

方便群众。截至目前，全县共办理补贴机具822台，受益户714户，总补贴资金1150余万元。 闫洪洋 记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