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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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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
激发村干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内
生动力，夯实基层党组织服务群
众的经济基础，抚松县制定出台

《抚松县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奖励激励办法（试行）》，创新设置
指标突破、产业创新、规模壮大、
总量保持、收益增量五重奖励，将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干部奖励报
酬挂钩，全面激发村干部干事创
业热情，激励村干部担当作为、真
抓实干。

强化县域统筹，下好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先手棋。将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纳入县域规划，持
续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突出顶层设计，召开全县村级集
体经济推进部署会议，进行重点
部署，成立集体经济攻坚组，全程
跟踪推动集体 经 济 项 目 落 地 见
效 ，形 成 各 负 其 责 、齐 抓 共 管
的工作合力。突出激励奖励，
制 定 出 台 办 法 ，设 置 指 标 突
破、产业创新、规模壮大、总量
保 持 、收 益 增 量 五 重 奖 励 ，推
动 形 成“ 集 体 经 济 总 量 扩 大 、
中等收入主体稳定、高收入村
引领示范”的发展局面。突出
示 范 引 领 ，充 分 发 挥县域龙头
企业带动和引领示范作用，统筹
县域内 29 家企业与村屯对接，明
确帮扶责任人，制定 49 条帮扶措
施，形成村级集体经济片区产业
化、产业规模化，以点带面辐射发
展。

创新奖励措施，打造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从政策激
励、资金扶持、指标奖励、提高待

遇 4 个方面创新五重激励奖励措
施，一是政策激励。研判村级集
体经济项目发展情况，明确村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特色种植养殖
等产业类项目。目前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已经成立81 个，其中13
个被评为省级合作社示范村。二
是资金扶持。整合县域涉农资金
5441.55 万元，新建扩建项目 40
个。三是指标奖励。从指标突破
奖、总量保持奖、收益增量奖 3 个
方面对村干部进行奖励，全县累
计发放奖励报酬163万元，集体经
济奖励发放金额最高的村发放7.4
万元，个人年度奖励报酬最高可
达8229元。四是待遇提高。对产
业规模扩大30%以上的村，发挥主
要作用的村干部年度绩效考核评
定为一类。探索奖励新形式，连
续3年到达50万元以上的村，村书
记参照同等条件事业单位副科级
干部工资标准发放，连续3年超过
100万元的村，村书记参照同等条
件事业单位正科级干部工资标准
发放。

落实全程监管，保障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硬实力。从建立全程
监管制度、建立全程公开制度、建
立全程备案制度 3 个方面全程进
行监管，明确村党组织申请、乡镇
党委审核、县级部门把关、“四议
两公开”程序执行、逐级上报备案
5步奖励程序，确保奖金发放全程
符合要求，使村级集体资产得到
有效保护，极大鼓舞了村干部干
事创业热情，既暖了人心，更增添
了动力，为农村“三变”改革夯实
了组织基础。

抚松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本报讯 王伟 报道 日前，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吉林省肉牛产
业发展规划》及《关于支持全省
肉牛产业发展有关政策措施》解
读新闻发布会，我省确立10项重
点任务，推动全省肉牛到2025年
发展到1000万头，肉牛全产业链
产值达到2500亿元，饲料化利用
秸秆2400万吨。

近日出台的两个文件在肉
牛屠宰加工及产品市场营销方
面，对在省内新建或扩大屠宰加
工产能的企业，年度利用银行贷
款超5000万元的，最高按照1亿
元给予实际贷款额度1%的贴息

补助；对省内企业屠宰省内育肥
牛，年屠宰检疫量新增3000头以
上的，按每头200元给予奖励。

在肉牛产业信贷服务方面，
对产业化龙头企业、肉牛专项债
项目、屠宰加工企业及千头以上
肉牛养殖项目，实行“一企一
策”流动资金贷款，育肥牛贷款
还款年限设定为 2 至 3 年，基础
母牛贷款还款年限设定为 3 至
5 年。

在肉牛政策性保险服务方
面，建立肉牛保险评价机制，提
高从业人员技术管理水平，完善
保前、保中、保后服务，市（州）、

县（市）足额安排肉牛政策性保
险配套资金，不断推进肉牛政策
性保险扩面增量。

在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方面，启动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
和延边黄牛种业创新中心，构
建吉林省肉牛大数据选种选配
研发中心，对利用胚胎移植技
术生产的种牛享受进口牛补贴
政策。

在提升肉牛科学饲养水平
方面，利用国家职业技能培训政
策对肉牛饲养员和繁殖员开展
技术培训，支持中农吉牧、“吉
牛帮”等三方新型社会化服务

组织开展实用型技术服务，解
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

在动物防疫和基层兽医服
务体系建设方面，建立防检监工
作联动机制，推广兽医社会化服
务模式，健全病死牛无害化处理
体系，拓宽肉牛常见病临床诊疗
服务渠道。

在肉牛养殖用地方面，肉牛
养殖设施占用一般耕地纳入年
度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对
已落实耕地“进出平衡”的肉牛
养殖设施农业项目，不再收取土
地复垦费。

我省出台配套政策措施推动肉牛产业发展
本报讯 林天天 闫虹瑾 报道 3月20日，

全省第一届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
雁”项目培训班在长春开班，标志着我省“头
雁”项目正式启动。

本次培训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吉林农
业大学承办，第一阶段线下培训为期 6 天。
培训内容从我省乡村产业发展布局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人才需求出发，针对培育对象从
事的产业类型和自身产业发展需求，采取“4
个一”培育模式和“五结合”培育方法，依据
培育对象从事的产业类型和自身产业发展
需求，科学组建重点产业班级和特色产业小
组，每个班不超过50人，分类分专业对培育
对象进行为期一年的系统培育，完成政策理

论模块、公共基础模块、专业技能模块和能
力拓展模块四大模块相关内容的学习。

来自全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
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各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及种养大户等
201名学员参加本次培训。

据悉，“头雁”项目是面向乡村人才开展
的一个系统性培育工程，全省各级农业农
村、财政、人社、教育等部门将为创业“头雁”
孵化成长提供支持，积极推动集成政策、资
源、要素平台，给予主体式、全方位连续5年
的支持与保障。力争通过 5 年时间，培育
2000名以上规模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
雁”队伍，带动10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

“雁阵”，以坚实的人才基础拉动我省乡村产
业实现新的腾飞。

全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李
猛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春风回暖，
眼 下 正 是 各 类
农资调运储备
时节，梨树县早动手、早储备，紧扣
农时、提前谋划，全力保障各类农
资供应，确保全县农业生产开好
头、起好步。

3月15日，记者来到中农资联
合贸易有限公司梨树配送中心，在
铁路专用线旁，工人正在转运到站

的化肥；仓库内，各类化肥整齐地
堆满整个仓库，运输车辆你来我
往，工人忙着装卸化肥，现场一片
繁忙。

中农资联合贸易有限公司梨
树配送中心负责人姚树鹏表示：

“我们公司每年9月份就开始陆续

储 备 各 种 化
肥 ，在 每 年 价
格最低的时候
进 货 ，就 能 保
证市场价格的

稳定，现在库存总量约3万吨。现
在平均每天的出货量都在 500 吨
以 上 ，价 格 与 去 年 基 本 持 平 。
同 时 ，每 天 通 过 铁 路 专 线 和 汽
运 可 到 货 500 吨 左 右 ，完 全 能
够 满 足 全 县 各乡镇春耕用肥需
求。”

梨树：农资储备“粮草足”

本报讯 王月彪 冯爽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不误农时，不负春光。
眼下正值春耕的关键时节，白城市
洮北区的水稻种植户忙个不停，水
稻育苗工作拉开序幕。

记者在洮北区永杰家庭农场的
水稻育苗工作现场看到，大棚内工
人已经开始平整苗床，搂土、去杂、
平床，不一会儿，平整的苗床就呈现
在眼前，待温度适宜就可以铺苗床
土下种子了。棚外的工人正在筛苗
床土、拌酸、拌肥，一派繁忙。农场

总经理李春阳介绍：“农场今年春耕
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资等生产资料
已经准备齐全，农场40个水稻育苗
棚苗床平整已经基本完毕，目前主
要进行苗床土的杀菌、筛选、调酸，
大约4月初进行苗床土隔离铺设，4
月10日前后进行水稻育苗。”

永杰家庭农场是集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家庭农场。自
2016年家庭农场创办以来，共流转
周边农户土地4575亩，年均用工量
达到100余人，通过土地流转，逐步

形成靠集约种植、科学种植、产品深
加工的现代化农业经营模式，有力
地促进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
周边150余人共同致富。永杰家庭
农场2022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粮
食生产突出贡献水稻种植优秀主
体。

家庭农场总经理李春阳表示，
接下来要实现从传统种植到现代种
植的转变，依托互联网和物联网高
新技术发展农业，不断提升产品品
质，走出绿色生态的发展道路。

洮北区：家庭农场托起致富梦

白城市节水科普

馆是我省第一个建成

的互动式节水教育基

地，3月18日，在第三

十一届“世界水日”和

第三十六届“中国水

周”来临之际，60 名

小学生走进节水科普

馆，亲身感受节约水

资源的重要性。

记者 侯春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