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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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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柳色半城河，岸绿景美醉游人。柳河县开展“民生

水利”建设，将一统河两岸打造成休闲运动、观光漫步的生

态景观带。 记者 吴连祥/摄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柳河
县柳河镇里仁村农民张震的大棚
蜜桃也迎来了采摘季，丰硕的果
实随处可见，浓郁的桃香沁人心
脾，众多游客纷至沓来，体验亲手
采摘、品尝的乐趣，这场景让张震
喜上眉梢。

里仁村距柳河县城 5 公里，
毗邻区域中心城市梅河口市，交
通便利，具有突出的产业发展优
势。因此，头脑灵活的张震从中
看到了商机，于是，他筹资金、学
技术，发展大棚蜜桃产业。接受
采访时他告诉记者：“我是里仁村
第一个敢于用大棚种植桃树的
人，桃树从栽植到开花结果、获得
收益需要三年之久，这期间需要
定时除草、拧枝、防害、灌溉等工
作，十分辛苦。现在苦尽甜来，大
棚现有桃树1800多棵，占地5亩
多，年产量 1 万多斤，按市场价

格，能获得理想的收入。由于蜜
桃品质好，很多经销商都主动找
我订购，供不应求。”

据了解，张震的桃园以晚熟
品种为主，还栽植了早中熟品
种。油桃、毛蟠、蟠桃、中华血桃
等各个品种错峰成熟，这样一来，
采摘期可从每年 5 月持续到 11
月，可以满足不同时期前来的游
客，实现观赏桃花、采摘品尝两不
误，景观效益双丰收。

春赏桃花夏品桃，采摘观光
两相宜。依靠栽植桃树，发展休
闲观光产业，张震的腰包也渐渐
鼓了起来。镇村组织因势利导，
以桃为媒，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带
动效能，大力推进镇域农旅融合
发展，既实现了当地劳动力就业，
还把当地蜜桃、草莓、香瓜等产业
打造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高
效产业。

蜜桃熟了 张震笑了
□ 沈红梅 房殊同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记者侯春强报道 入夏以
来，我省消夏避暑旅游产品受到广泛
关注，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7月3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七届吉林省
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暨“精彩夜吉林”
消夏演出季启动仪式将于7月6日晚
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把全省消
夏避暑休闲氛围推向高潮。

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以生态、气
候、区位为核心的消夏避暑资源优势，
以持续举办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为牵
引，深耕“三亿潜在避暑人群”市场，创
新推进避暑休闲产业高质量发展，“清
爽吉林·22℃的夏天”品牌越擦越亮、
越叫越响。同往届相比，本届消夏季
紧跟市场变化和需求，集聚全省消夏
避暑和演出资源、整合消夏避暑节事
活动，重点体现避暑休闲、文艺演出、
露营体验、特色美食、乡村生活、民俗
文化、康养度假、边境风情等省内优势
消夏避暑休闲业态。在接下来的3个
月里，全省各地将举办各类消夏避暑
文旅节事活动400余项，内容涵盖文化、
乡村、体育、美食、时尚等多个领域。

除启动仪式外，自 7 月 6 日晚至
10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在长春国际
会议中心户外草坪区举办文旅消夏生
活展；7月7日至10日，举办吉林省文
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交流活动；7
月至 8 月，在长春文庙广场举办精彩
夜吉林消夏演出季活动。此外，首届

“悠游吉林”全民共创文旅短视频大
赛、“驾红旗车·游吉林景”高端定制
游、露营生活节、“滑雪场的夏天”主题
营销等活动也将逐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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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明慧 陈宝林 报道 为
进一步提升全县玉米、大豆等粮食生
产水平，实现“玉米增产十亿斤工程
目标”，助推全县粮食稳产增产，通榆
县狠抓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落实水
肥一体化面积150万亩，目前已初见
成效。

通榆县建立省级粮油高产创建
示范区，按照省粮油高产高效技术模
式示范行动工作方案的要求，创建玉
米、大豆示范田，采用等距播种全程
机械化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
施密植水肥一体化模式。创建中化
集团MAP通榆服务园区，生产液体
肥料，与有意向的种植户签订服务协
议，进行水肥一体化技术服务。

建立市级示范点，按照白城市科
技增粮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建立两个
玉米水肥一体化示范点，示范面积均
为10公顷。在玉米等作物生长关键
时期开展现场观摩会，辐射带动全县
农民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整体提高
全县水肥一体水平，促进粮食作物苗
齐、苗壮，为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为提供优质科技服务，通榆县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签订玉
米密植高产优质绿色高效产业化提
升技术服务框架合作协议。中国农
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李少昆研究员
团队全程指导通榆县玉米密植高产
优质绿色高效（浅埋滴灌水肥一体
化）技术。吉林大学崔金虎专家团队

对粮油（玉米、大豆）高产攻关田进行
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导。同时，聘请专
家对全县农业干部、农技人员、种粮
大户代表等进行培训；组建专家讲
师团，深入全县各乡镇开展集中培
训和入户现场指导，发放水肥一体
化技术资料，编印并发放技术指导
手册。

在此基础上，通榆县制定《“玉米
增产十亿斤工程”示范田高产竞赛

“以奖代补”实施方案》，建立县级玉
米密植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竞赛示
范田。竞赛奖励机制中，根据秋季测
产结果，设立一二三等奖，且示范田
公顷产量超过 12500 公斤的方可入
围参评。

通榆水肥一体化模式促粮食稳产增产

本报讯 王天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7月1日晚，桦甸市体育场内
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艺彩金城·
白桦之约”桦甸市第十届市民文
化节广场演艺季在这里拉开帷
幕。

伴随着舞蹈《幸福中国一起
走》的热烈开场，“文化献礼·建
党 102 周年”精品展演作为此次
广场演艺季的首场演出率先亮
相。

表演唱《再唱山歌给党听》、
舞蹈《春风十万里》《美丽心情》歌
声亲切、舞姿优美，抒发了老百姓

的幸福心声；旗袍秀《国色天香》
《秋水伊人》步履轻盈、婉约时尚，
尽显旗袍的古典之美；歌剧《沂蒙
山》、情景表演《军民大生产》、舞
蹈《万泉河水》再现了军民团结一
家亲的鱼水深情；歌伴舞《中国在
收获》、舞蹈《花开中国》唱响了时
代强音、伟大复兴的壮丽乐章；小
合唱《天边》、舞蹈《红枣树》……
一个又一个接地气、入人心的文
艺节目接连上演。

伴着夕阳的余晖，演出在歌
伴舞《共圆中国梦》的激昂旋律中
圆满结束。

“艺彩金城·白桦之约”
桦甸第十届市民文化节广场演艺季拉开帷幕

6月29日，在德惠市朱城子
镇，德惠市新型城市央厨供应链
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现场，机器
轰鸣，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忙着
各种作业……项目进展顺利。

“真是太及时了！不到10天
的时间，用电问题就解决了。”长
春市东巴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凯业激动地说：“上暖
风机项目施工发现用电不便后，
我们与相关部门反映，相关领导
亲自部署安排，及时解决问题，
保证了项目的施工顺利。”

该项目是德惠市央厨供应
链火锅食材加工项目的重要环
节，位于德惠市大健康产业园。
目前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孵化中
心 5 栋、标准厂房 6 栋、研发中
心、原料深加工厂房、设备用房
等。项目建成后，将年加工巴沙

鱼 4500 吨、牛羊肉 6000 吨，辣
椒、牛油、花椒、麻椒等调料共计
2000 吨，火锅底料、预制菜等预
计产量共 1.8 万吨，预计实现产
值10亿元，带动就业650人。

同时，总投资8亿元的吉林
鄂中肥业年产70万吨新型肥料
项目也已经在德惠市全面开工
建设，从项目签约落位到开工建
设仅用3个月的时间，“短时间内
能够破土动工，是各职能部门对
我们的大力支持，办理手续的绿
色通道，保姆式的各项服务也让
我们企业发展更有信心。”吉林
鄂中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清
说。

“针对吉林鄂中肥业开工建
设，我们采取‘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的工作方法，多部门手续快
速推进，目前该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已经过半，预计今年10月底达
产。”吉林德惠经济开发区副主
任闫家喜介绍，年初以来，在服
务项目建设过程中，开发区实行
项目手续“代办制”和“督办制”，
对区内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实行
秘书服务制和项目服务组全程
跟踪服务制度，做到“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精简办事流程，缩减
审批时限，为企业顺利建设发展
提供一流服务。特别是对重点
项目实行“一企一议”，切实帮
助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
题。

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始终是
一个地区发展的最大软实力，直
接关系到项目建设成效，德惠市
将作风转变视为项目建设“加速
跑”的一次契机，将作风建设引
向深入，转化为推进项目建设的

强大动力，确保签约项目早落
地、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
快建设、建设项目早达效。

2023 年，德惠市计划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52 个，总投
资197亿元。其中：产业项目13
个，总投资77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21亿元。今年四五月连续两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在
长春市县域中位居第一。上半
年预计完成固投25亿元，同比增
长2.5%，充分体现了作风建设的
转变对推动德惠市项目落地起
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德惠市
将持续把作风转变作为推动项
目建设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
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达效，以作
风建设大提升推动重点项目大
突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保障。

“软实力”驱动项目建设“加速跑”
——德惠开创“严新细实”作风记事

□ 本报记者 郭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