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8月 日 星期六26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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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为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

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法治观

念，更好地激发群众参与乡

村治理的积极性，洮南市黑

水镇在各村设立“善行积分

超市”。 张磊/摄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农村
消费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袤的农村蕴含巨大消费潜
能。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
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6849
元，同比增长 18.5%，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18.4%，两年平均
增长7.9%。

从目前趋势看，农村居民
消费已经从“吃穿住”为主的生
存型消费向“教文娱”为主的发
展型消费升级。上半年，全省
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
四成多，比上年同期上升5.2个
百分点，农村交通通信支出、教
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
出等发展型消费占比明显上
升。

“今年上半年消费的增长，
是在去年同期较低的基础上恢
复性增长。”国家统计局吉林调
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处长梅
定胜说，从消费类型来看，服务
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48.6%。
支出八大类全面增长，其中居
住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8.8%，其余七类均为两位数增
幅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3.6% 、
37.4% 、35.0% 、23.1% 、31.1% 、
75.3%、13.2%。

随着我省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日益完
善，农村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消
费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消费市
场潜力加速释放。如何更大力
度释放农村消费市场潜力？进
一步激发农村消费活力？

今年，我省优化完善农产
品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工业品
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渠道，
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
斜，全力激发农村消费活力，释
放农村消费潜力，推动农村消
费提质扩容。具体采取以下三
方面举措：

强化政策引领。制定《关
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全面促进
农村消费的意见》，从健全农村
流通体系、创新农村消费场景、
完善县域产业体系、强化服务
保障力度、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等方面入手，促进农村消费发
展。出台《关于开展扩大农村

消费示范引领县（市）试点工作
的通知》，选取10个有发展潜力
的县级市，开展农村消费创新
引领县试点，积极探索农村消
费工作机制、政策措施以及方
法路径，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成果，引领和带
动农村消费提档升级。

改善消费条件。从打造政
策环境、突出项目带动、优化物
流体系、推动数字升级等四个
方面入手，织密以县城为中心、
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消
费服务网络，持续推动县域商
贸流通水平提升。围绕“一个
上行、三个下沉”建设改造一批
县城物流配送中心、乡（镇）商
贸中心、物流配送站点和农村
集贸市场等县域商业和物流配
送基础设施。目前，我省县
（市）、乡（镇）、村三级现有各类
商业网点30122处，上半年县域
商 品 和 服 务 销 售 额 实 现
1161.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61%，带动 205.13 万人就业
创 业 。 现 有 物 流 快 递 网 点
22307处、共处理县域快递包裹

约1.5亿件，同比增长45.09%。
优化消费服务。深入开展

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
动，精准投放消费券，释放农村
耐用品消费潜力。上半年，全
省42个县（市）开展消费券促销
活动，发放消费券1.59亿元，拉
动销售 15.48 亿元。支持农村
商贸流通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服务农产品上行、农民增
收。积极开展2023“吉品盛荟”
网上年货节、第五届双品网购
节等促消费活动，组织优秀电
商企业参加中国电商博览会，
举办吉林优品推介洽谈会。上
半 年 全 省 农 村 网 络 零 售 额
225.1亿元，同比增长41.88%。

农村消费增长潜力大，市
场发展前景可期。今后，我省
将持续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保
障，培育壮大农村经营主体，不
断强化农村消费供给，优化农
村消费环境，多措并举激发农
村消费活力，奋力实现农民增
收和农村消费良性循环，为恢
复和扩大农村消费持续注入新
动能。

让农村消费潜力充分释放
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849元，同比增长18.5%

手捧一杯咖啡，坐在院
子里，远离城市喧嚣，听山
间鸟鸣，看稻田美景……近
年来，延吉乡村咖啡馆悄然
兴起，成为抖音、小红书等
自媒体平台的“流量新星”，
吸引不少本地及外地游客
前来打卡体验。作为“城市
标配”的咖啡馆缘何在乡村
兴起？这一杯小小的村咖
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延吉市林中咖啡馆位
于小营镇理化村，依山而
建，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
米，分室内、室外两个区域，
整体风格贴近自然。走进
这里，仿佛置身于天然氧
吧，空气清新、景观养眼。
咖啡馆负责人金志恩介绍，
来到这里的客人“家庭群
体”居多，店里设有儿童玩
耍的区域。

定居上海的郑女士已
经七八年没有回家乡延吉，
这次回来，她和家人一起来
到了林中咖啡。“这里给我
的第一印象就是很舒适，环
境好，最主要的是氛围让人
不自觉地放松。”郑女士说，
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导致自

己平时很少这样静下来，在
家乡遇到这样的咖啡馆非
常惊喜，也很享受。

林中咖啡馆自2021年5
月开业以来，生意火爆，每
逢节假日订单翻番，日客流
量超千人次。金志恩表示，
今年，乘着延吉旅游火爆的
东风，店内客流量不断攀
升，1-7 月营业额照比往年
同期增长了30%。

“林中咖啡”的火爆并
不是个例。位于朝阳川镇
八道村的绿田咖啡馆仅开
业一个多月，就霸屏各大社
交软件，吸引不少人慕名打
卡。而真正来到这里，才知
道它为何如此受欢迎。走
上二楼，大大的落地窗前是
成片的稻田，临窗而坐，满
眼绿色，不禁让人惊叹，小
小村落中还隐藏着如此美
景。

绿田咖啡老板文星海
介绍，这里从筹备到开业用
了一年半的时间，从选址到
设计、装修，都是他亲力亲
为。“我看了很多地方，才找
到这里，就是想打造一间环
境安静、品质上乘的咖啡

馆。”源于对咖啡的热爱，文
星海投资 200 万元，建造了
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的绿
田咖啡馆。

据了解，随着乡村旅游
的发展，咖啡文化进入了村
里，许多年轻人和咖啡爱好
者将咖啡馆从城市搬到乡
村、搬到山林间、搬到稻田
旁，为乡村增添了新的景
观。这些乡村咖啡馆不仅
卖咖啡，更重要的是提供了
放松的空间，让人们在繁忙
的生活中亲近自然。咖啡
的醇香赋予了乡村诗意满
满的“咖啡色”滤镜。

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
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说，
延吉市周边的乡村咖啡馆
大约有 50 家左右，咖啡店
的兴起带动乡村消费场景
升级。

如今，乡村咖啡馆成为
一个个连接点，串联起周边
景区、露营、田园、花海、民
宿等乡间要素，形成了新的
区域消费场景，让更多的市
民游客愿意走进乡村，感受
现代化美丽乡村的独特魅
力。

延吉乡村咖啡馆“走红”
□翟宇佳 王晓彤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舒兰
市开原镇青松乡敬老院和七里乡长
治村是目前舒兰市保留的最后两个
集中安置点，共安置群众 90 余人。
走进这两个安置点，每日例行的消毒
工作持续进行中。

集中安置点是消杀工作的重点
区域。针对先后设置的 10 个安置
点，舒兰市疾控中心开展了病媒生物
密度监测工作，对每个房间、垃圾点、
小型积水等位置设置蚊蝇监测点位，
监测蚊蝇密度，对安置点重点区域的
外环境进行鼠密度监测，防止传染病
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工作人员每天都
会对安置点进行全面消杀，做到无死
角、全覆盖。”舒兰市疾控中心副主
任张美玉介绍，截至目前，所有安置
点均无传染病、聚集性疫情发生。

洪水退去后，安置点群众陆续返
乡。为做好卫生防疫工作，保障群众
健康安全有序回家，舒兰市疾控系统
派出4支消杀应急队逐村逐屯、挨家
挨户，对受灾村屯、过水房屋开展清
淤后的外环境和室内的预防性消毒、
杀虫灭鼠工作。

截至8月21日，累计派出消杀人
员3311人次，累计消杀面积115万平
方米，配送保障药品和消毒物资等共
19091盒（瓶）。同时，深入村民家中
现场指导示范消毒液配比浓度、操作
方法，发放宣传单，普及洪涝灾害后
防疫知识。为了防止蚊蝇孳生，在受
灾村屯的垃圾点、污水沟喷撒吡丙醚
颗粒200袋、水乳剂80瓶。

“饮用水安全关系到群众的身体
健康，洪灾发生后，我们一直在进行
水质监测。”张美玉介绍，本次受洪水
影响的平安镇、七里乡等乡镇共有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 76 个，水毁饮水工
程16 个。截至8月21 日，13 个饮水
工程已抢修完毕，自8月6日起累计采集水样128个，
其中出厂水67个、末梢水60个、井水1个，122个水样
已出结果。针对检测报告结果，第一时间深入水井房
给予现场技术指导，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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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婷 记者 徐文
君报道 年初以来，桦甸市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
大幅减时限，服务效率大大
提升。目前，该市政务服务
事项减时限压缩比例高达
83.25%。

今年，桦甸市根据实际
工作情况，动态调整市本级
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提高政
务服务事项进驻市政务服务
中心比例，压缩审批时限，审
批服务效率得到全面提升。

目前，该市政务服务事项清
单 共 计 1694 项 ，其 中 进 驻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事 项 1658
项，进厅率为 97.87%；即办
事 项 达 到 1009 项 ，占 进 驻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事 项 的
59.40%。

为帮助企业快速落地项
目，桦甸市政务服务中心工
改窗口全面推行领办、代办、
帮办业务，上门开展“保姆
式”一对一服务，为企业申报
项目答疑解惑。同时，他们

积极“串联”各个审批部门，
有效压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时限，目前审批平均用时仅
18天。

此外，桦甸市还在 14 个
乡镇街道全面推进新版全流
程审批系统应用，梳理相关
事项清单297项。截至目前，
各乡镇街道依托该系统已为
群众提供办件服务近 6000
件。另有28个村（社区）成为
该系统应用试点，梳理首批
事项11项。

桦甸政务服务大幅减时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