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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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 报道 近日，由
省畜牧局主办，省农科院、省肉牛
办、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
办的吉林省第一届肉牛种业创新
论坛在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举办。
来自省内外科研院所、企业的专
家学者企业家代表欢聚一堂，共
商我省肉牛种业创新发展大计。

本届论坛以“种业创新、协同
攻关、融合发展”为主题，旨在全
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
工程决策部署，加快我省肉牛
种业创新中心发展，提升全省
肉 牛 科 技 创 新 和 成 果 转 化 水
平，促进全省肉牛产业发展上
规模上水平。

自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
肉牛建设工程以来，我省肉牛产
业科技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成立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
程专家委员会，为全省肉牛产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
成立了吉林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
专家委员会，开展肉牛育种及养
殖技术相关研究。省农科院、吉
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
等科研院校，建有肉牛遗传育种
重点实验室等 20 多个省部级研
发平台，承担国家肉牛体系“五岗
两站”科研任务，研发水平处于国
内第一方阵。

报告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曹兵海，中国农业科
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高会江围绕肉牛产业升级、种质
创新和选育体系建设等主题，与
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分享；省农
科院研究员赵玉民、华中农业大
学教授郭爱珍、长春皓月清真肉
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孙英，
针对肉牛品种选育、良种扩繁、疫
病防控、市场需求、品牌建设等问
题作了专项报告。

我省举办肉牛种业创新论坛

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张宇夫妇经营4栋

葡萄大棚，今年葡萄喜获丰收，预计产出葡萄

1.4万斤，收入5万多元。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国家统计
局吉林调查总队的统计数据显示，上
半年，全省农村经济形势企稳向好，
收入恢复性增长。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9253 元，同比增长
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
与 2021 年同期相比，两年平均（下
同）增长 3.5%，增速位次居全国前
列，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8 个百分
点。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上半年农村
居民收入如何实现恢复性增长？哪
些举措拓宽了农民致富渠道？怎样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今年，我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
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召开促
进农民增收工作视频会议，制定出台

《关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指导意

见》《2023 年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方
案》，成立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专班，
建立市包县、县包乡、乡包村逐级
包保制度，摸清农民收入账，有针
对性地解决农民增收短板和突出
问题，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

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
比，我省上半年农村增速快1个百分
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1.96，比上年同期缩小 0.02，城乡收
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今年上半年收入的增长，是在去
年同期较低的基础上恢复性增长。
四项收入来源全面增长，其中工资性
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
移 净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4% 、
4.8%、24.9%和14.0%。

从收入结构上看，除了务农增

收，在乡创业就业、盘活乡村闲置资
源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省农业
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文斌表示，
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最重要的
支撑，我省今年从四个方面推动乡村
产业发展。

壮大特色产业，挖掘增收潜力。
突出地域特点，用好特色资源，进一
步拓展农产品增值空间，稳定农民经
营性收入。做优做强一产，充分挖掘
土地、生态、品种资源优势，大力发展
种植业，打牢农民经营性收入基础。
培育产业链条，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
联农带农能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和
乡村多元价值，不断开拓农产品增值
空间。打造特色产业品牌，强化农产
品产销对接，把当地原生态、“乡土
味”转化为消费者认可、具备竞争优
势的农业产业品牌，提升产业综合竞

争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提高增值效

益。强化“十大产业集群”建设，提升
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延伸产业链增
加附加值。培育壮大主体，创建省级
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持续开展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创建认定工作，依托骨
干企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建设，
增强带户增收能力。今年，计划评选
认定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50户以上，总量预计突破700户，省
级园区总数力争达到20个。加强项
目建设，编制十大产业集群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手册，搭建企业与科研院所
合作平台，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完善
企农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产业融合发
展。通过产业集群建设，提高就业吸
纳能力，增加农民就业岗位，提升农
民工资收入水平。

培育新业态，拓展增收空间。因
地制宜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生态
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强休闲农业精品
线路、景点宣传推介，引导农民利用
自然资源、文化遗产、闲置农房等
发展观光旅游、餐饮民宿、养生养
老等项目，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
业。培育产业发展主体，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今年计划评选省级休闲
农业示范企业 40 户，总量预计突破
400 户。

创建发展平台，打造产业高地。
创建省级休闲农业示范县、吉林美丽
休闲乡村，积极向农业农村部推荐申
报国家休闲农业重点县和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因地制宜打造一批乡土
特色鲜明、主导产业突出、质量效益
较高的乡村产业，引导农民更多分享
二三产业增值收益。

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6%，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田为布，稻为笔，画出鹿
乡丰收景。连日来，东丰县大
兴镇福利村稻田画进入最佳
观赏期，栩栩如生的稻田画吸
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游玩，美
丽乡村的多彩画卷呈现在人
们眼前。

走进大兴镇福利村，无论
是整齐划一的“中国风”民宿、
蜿蜒曲折的木栈道，还是一望
无际的稻谷，都让人流连忘
返。登上延入稻田内的观景
台，一幅由彩色水稻组成的稻
田画已然成型。画面中，两只
梅花鹿俏皮可爱，祥云、和平
鸽围绕在小鹿身边，象征着吉
祥、和平、团结，表达了人们对
农业发展、农民丰收的美好祝
愿。清风徐来，彩色水稻摇曳
生姿，显现的图案也掀起层
层波澜。这风光旖旎的田园
画卷让游客仿佛置身于“稻

梦空间”之中，纷纷到这里
“打卡”拍照，成为鹿乡一道
独特的景观。

福利村是东丰县打造的
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
体的现代田园综合体，全村依
托自身地理位置和产业优势，
通过整合资源，全力开发田园
意境、农耕体验等特色项目。
从2022年开始，该村就将创意
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把
稻田画作为亮点特色，并不断
推陈出新，经过技术人员的彩
稻选育、图案设计、定点测绘、
人工栽种等多个环节的“创
作”，最终将具有东丰特色元
素的稻田画展示在广大游客
面前。眼下，稻田画已经进入
最佳观赏期，时间将持续到10
月初，游客可在此期间内观赏
鹿乡风光，感受东丰稻田画的
无穷魅力。

画出鹿乡丰收景
□ 王晓萍 张桂静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孟凡明 报道 连
日来，榆树市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多管齐下抓好灾后重建各
项任务，加快恢复受灾群众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市疾控中心派遣检测取
样人员赶赴受灾乡镇，深入
群众家中和各村泵站进行水
质检测，并对地下管网、渗水
井进行清淘冲洗。检测取样
人员将样品送回实验室分别
进行理化实验和微生物实
验，并出具专业报告。所有
水样经检验无问题后，方让
居民放心使用。同时，派出
专人对受灾群众日常用水进
行消毒片消毒。

疾控部门持续开展消
毒杀菌工作，对民房院外垃
圾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群众
家中进行消毒。为受灾群
众发放八四消毒液和免洗
洗手液，发放灾后消杀宣传
单，方便群众自行消杀病毒。

市畜牧业管理局深入
相关村屯开展灾后畜禽防
疫消杀，对黄牛等畜禽进行
紧急免疫接种，控制重大
疫病的产生。为彻底杀灭
动物疫源，还对畜禽圈舍、
食槽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
式消毒。

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技术人员实地查看玉
米受灾情况，并指导农民如

何进行灾后玉米田间管理，
尽可能降低灾害损失。眼
下玉米已基本完成授粉，虽
根部过水，但暂时没有出现
腐烂现象。榆树市加快排
水速度，同时对排水后的玉
米田喷施杀菌剂、叶肥等，
恢复叶片和根系功能，把水
灾对玉米影响降到最低。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中心带领国家矿山应急
救援沈阳队、红透山队、朝
阳队及国家油气管道应急
救援沈阳队等4支国家专业
救援队持续在榆树开展排
涝救援，救援队人歇机不
歇，派出 22 辆车、105 人、11
台水泵，24 小时不停歇排

水，每小时排水 6000 立方
米。

与此同时，榆树市全力
以赴抓好危倒房鉴定和看
管，加强安全教育提醒，严
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对域内
受损道路、桥梁增设警示标
志，确保群众出行平安；持
续开展巡堤查险，加快水毁
工程的修复进度；通过发展
庭院经济、外出务工等有效
方式，进一步提高受灾群众
的家庭收入；统筹抓好安全
饮水、排涝、救助资金发放、
保险政策覆盖范围和补偿
标准相关政策解读等各项
重点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榆树多管齐下加快灾后恢复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