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郭小宇 韩琳 报道 7月
26日，中国·靖宇第六届长白山寒地蓝
莓节暨吉林省小浆果（蓝莓）产业发展
交流研讨会在靖宇县召开。本届蓝莓
节旨在深入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
区创新示范区，深度挖掘并打造长白山
特产文化，进一步整合长白山寒地蓝莓
种植、销售资源，将靖宇县打造成为长
白山蓝莓第一县及重要的蓝莓集散地，
助推靖宇县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

蓝莓节活动主要由开幕式、交流研
讨、观摩蓝莓科技小院、现场体验蓝莓
采摘环节组成。开幕式期间，举行了中
国园艺学会小浆果分会专家工作站、长
白山人才学院专家工作站、乡村振兴蓝
莓产业电商直播基地揭牌仪式；吉林蓝
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三道湖镇行政
村代表签订蓝莓种植管理技术指导及
购销合作协议书，靖宇县蓝莓协会与山
东光筑农业集团签订蓝莓代销框架合
同。

作为“长白山蓝莓第一县”、小浆果
产业大县，全县浆果栽植面积3.6万亩，
已遍布全县 94 个行政村，占比 85%，种
植户达到2360户，其中三道湖镇栽培面
积达到1.75万亩，是远近闻名的蓝莓产
业强镇。蓝莓栽培品种有“北陆”“北
蓝”“美登”“北春”“蓝金”“瑞卡”“博尼”
等10多个品种，平均亩产鲜果500公斤
左右。2022年，靖宇蓝莓鲜果产量达到
1.4万吨，实现农业产值2.6亿元。

活动最大亮点是举办了吉林省小
浆果（蓝莓）产业发展交流研讨会，目的
在于推动科技科普资源与服务下沉基
层，加快靖宇蓝莓特色化、产业化、生态
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以“科
技赋能特色产业高效发展、精准服务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邀请来自不
同院校、协会、行业和地区的专家、领
导、师生、种植户200余人参加。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和省市政策和
技术支持，靖宇蓝莓产业迅猛发展，已

经成为全国五大蓝莓产区之一。靖宇
县投资 250 万元建设蓝莓种苗研发基
地，成立长白山小浆果科创园、长白山
小浆果科技联盟和研发中心，聘请吉林
农业大学吴林教授、沈阳农业大学李斌
教授等14名专家为科技顾问，实地解决
蓝莓选种、天麻无性繁殖等问题7个，实
现优质种苗自主研发、自主供种。投资
200万元实施蓝莓换代品种育种育苗推
广基地项目。与吉林农业大学合作建
设靖宇蓝莓科技小院，选育产量高、品
质好的品种6个，推出“普蓝博尼”“采莓
园”“莓之味”3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品种。

通过招商引资建设以吉林蓝域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嘉德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和吉林润泰农林开发有限公
司等为龙头的蓝莓等小浆果加工企业9
户，年加工蓝莓果干、蓝莓饮料、蓝莓酒
类等产品 3000 吨，消耗蓝莓鲜果 2000
吨左右，实现加工产值6000万元。

靖宇举办第六届长白山寒地蓝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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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邹鹏亮 报道
省运管局全力推动乡村畅
通工程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持续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
质，年内全省计划完成公交
化改造线路 100 条，新建农
村物流服务网点 1500 个。
截至7月中旬，全省已完成
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77条，
新增更新新能源公交车201
台，新建农村物流网点 484
个。

为确保目标任务按期
保质完成，尽快建成更加便
捷舒适的农村客运网和集
约高效的农村物流网，省
运管局坚持挂图作战，将
重点任务分解到县、具体
到月、责任到人，采用“五
化”闭环工作法推进落实，
紧盯责任区域、具体任务、
完成时限三大要素，绘制

“施工图”、亮出“责任图”、
细化“进度图”。

按照乡村畅通工程工
作专班有关要求，省运管局
将全省客运班线公交化改
造、农村物流网点建设等重
点任务从行政区划和任务
时限两个维度细化上墙，
每半月进行调度汇总、动
态更新、公开展示。对超
期、临期、如期完成等情况
区分颜色进行标注——对
没有完成的用红色标注，
及时监测提醒、强化进度预
警；对正在进行且即将临
期的用黄色标注，持续跟
踪问效、适时调度推进 ；
对 如 期 和 提 前 完 成 的 用
蓝色标注，并张贴红旗标
志 ，加强成效查验、强化
经 验 总 结 、突 出 典 型 引
领。

我省今年新建
农村物流网点484个

通化县西江镇万亩稻田茁壮生长，3100米观光栈道层叠

交错，漫步栈道听蛙鸣、闻稻香、观稻浪，令人流连忘返。图为

贡米文化园西江月亭观景平台。 张旭东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近年来，松原
市宁江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发力点，着力提
升政府行政效能，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扎
实推进职能转变，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
创造有利条件。

宁江区积极探索创新，着力推动角色转
变，增强服务意识，在重点项目建设、重点企
业发展中，政府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能及所辖
企业规模和类别，分别建立服务企业微信
群，明确专人负责管理，及时汇总企业问题
并帮助协调解决，定期开展政策宣传和项目
代办等服务。持续健全规范代办帮办方式，
完善项目建设团队化帮办代办制度，建立项
目服务专员机制，为重大项目建设方提供全
周期、全方位“保姆式”服务，进一步明确职
责担当，有效增强企业归属感。

宁江区立足推动涉企服务制度化、规范
化、法治化，着力建立完善优化营商环境攻
坚49条措施，建立精准服务机制。深入开展

“走遍宁江”活动，相关部门负责人带头进企
业、入一线、到基层，通过“一对一”“面对面”
方式，开展“个性化、全流程”的服务；建立督
导调度机制，每周召开工作专班例会，研究
解决企业问题，难以协调解决的，以重点工
作清单形式交付相关职能部门限期办理；定
期公布区委、区政府重要决策、政策解读及
热点问题，拓宽政企交流渠道。

宁江区依托“政务一体化平台”，推动服务企业便利化、
高效化。强化审批服务改革，实行“一厅统管、一窗受理、快
速流转、统一出件、快递送达”机制，政务办理事项扩增至
81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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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统
筹谋划，全力做好“四新”文章。这是
梅河口市深入学习借鉴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高质高效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的成功探索。近日，吉林省东部片
区美丽乡村建设观摩培训会在该市
召开，与会人员对他们的经验给予充
分肯定。

实施规划引领，构建乡村建设新格局

近年来，梅河口市把美丽乡村建
设作为全面推进梅河新区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课题，强
化顶层设计，夯实工作基础，为美丽

乡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乡村建设

行动领导小组，书记市长亲自挂帅，
建立“三级书记”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难
点堵点问题。开展“万名干部进万
户”攻坚行动，组织全市机关干部与
农户结对子。与高校共建“吉乡农创
园”，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校地
合作、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统筹城乡规划。编制《梅河口市
乡村建设行动五年规划》，从城乡基
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两端发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梅河样板”。

强化督导考核。建立“赛马”机
制，每季度开展一次评比，运用“五
化”工作法抓落实，实现工作任务清
单化、进度图表化，通过“比、晾、晒”
让各乡镇进一步看清位置、找准差距，
并将“赛马”成绩纳入年终绩效考核。

推动产业融合，培育发展新动能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因
此，梅河口市结合市域实际，实施了
农村产业发展“三年攻坚”行动，制定

《梅河口市农业产业攻坚行动实施方
案》，依托“4+3”主导产业，实施了

“十百千万”工程和镇村“双百”“双二
百”工程。2022年，全市农村人口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841元，位居全
省第一。

加快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以
镇村集体和包保部门规模化种植为
示范引领，带动农户参与种植，精选
种植品种，实现头茬和二茬菜有效衔
接。打通仓储物流各流通环节，为各
乡镇配备冷链物流车，修建仓储窖，
从田地到餐桌“一站式”运输。

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通
过龙头企业带动、镇村集体引领、农
户参与等模式，带动镇村集体和农户
发展肉牛养殖。全力推进总投资32
亿元皓月肉牛产业融合示范园项目
建设，新建镇村集体牛场80个、16万

平方米，带动农户2000余户，肉牛养
殖量同比增长52.1%。

搭建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市乡
成立工农商国有公司，采取“公司+
镇+村+农户”的发展模式，实行抱团
合作、收益共享，统筹镇村各类资源，
寻找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建强完善基础，提升人居环境新面貌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进程中，梅河
口市紧紧围绕保障改善民生，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先手棋”，在全省率先实施“百村示
范”工程，全力打造宜居和美乡村。

（下转02版）

建设和美乡村 打造“梅河样板”
——梅河口市高质高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