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村书记话振兴驻村书记话振兴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10月 日 星期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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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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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我省前三季度经济
运行数据发布。数据显示，我省农
业生产形势良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367.86 亿元，同比增长 5.2%，增速
比上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从主
要产品看，生猪出栏1425.6万头，同
比增长 7.3%；牛出栏 219.3 万头，同
比增长11.4%；羊出栏520.6万只，同
比增长 3.7%；家禽出栏 3.6 亿只，同
比增长9.7%。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
农村经济何以实现“三季红”？秋粮
收获情况怎样？“菜篮子”产品供给
和价格有什么趋势？农民增收形
势如何？背后透露了哪些积极信
号？

作为农业增长最为迅速的畜牧

业，前三季度，全省牧业养殖业产值
达到998.9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的 73%，同比增长 5.9%；猪、牛、
羊、家禽分别发展到 2544.2 万头、
631.2 万头、1192.4 万只和 5.2 亿只，
同比分别增长 3.9%、9.8%、3.9%和
9.7%。

省畜牧局畜牧发展处处长迟俊
杰说：“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高
位推动和各项强牧惠牧政策措施的
拉动下，全省上下铆足干劲，着力推
动牧业经济发展，全省畜牧业呈现
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
石”。在粮食生产方面，年初以来，
我省在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提升粮
食单产上聚焦发力，以推广实施各

项稳产增产措施为重点，围绕建良
田、用良种、防旱涝、强农机等6个方
面狠抓落实，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
收，加快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
设工程目标实现。

“据农情调度和专家多点位测
产，目前，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有望实
现粮食面积、总产、单产‘三增加’。
截至 10 月 25 日，全省秋粮已收获
90.68%。其中，玉米已收获88.48%，
水稻已收获 97.58%，大豆等其他粮
食作物已完成收获。”省农业农村厅
种植业处处长王永煜说。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
向，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按照树
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
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要求，前三季

度，我省全力提升“菜篮子”稳产保
供能力，蔬菜、水果、食用菌、中药材
等产量达到1200余万吨，同比增长
4.3%；新建棚室2.21万亩，“菜篮子”
应急保障基地数量达到178家。“菜
篮子”市场供给充足，价格平稳。

与此同时，渔业生产也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前三季度，水产品产
量达到 17.5 万吨，同比增长 2.4%。

“今年，我省全力抓好大水面养殖，
严格落实休禁渔制度，开展增殖放
流活动，组织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
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发展稻渔
综合种养，推广稻田养鱼、养蟹面
积突破 90 万亩。”省农业农村厅渔
业渔政管理局一级调研员杨俊宝
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稳步增
长，带动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前
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12401元，同比增长7.7%，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工资性
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
移净收入分别达到2873元、7051元、
458 元 和 2018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9%、7.4%、9.9%和10.9%。

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
长文斌表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
千 道 一 万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是 关
键。我省将持续把增加农民收入
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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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筑牢“三农”压舱石
——全省前三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增长解读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王伟

深秋时节，走进珲春市敬信镇鲁
田村，一栋栋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居
成为一道风景，一条条宽阔平整的
柏油路直达村民家门口，房屋墙面
上颇具朝鲜族风情的彩绘格外引人
注目。

舒适惬意的自然风光，宜居悠然
的人文环境令人陶醉。这一切，与一
个把“初心”和“使命”交给这里的人
有关。

他用心作为、用情感召、倾心付
出……这个人就是省财政厅选派担
任鲁田村驻村第一书记的于金洋。

2021 年 10 月，响应省委振兴边
境村工作号召，于金洋从省城来到偏
远山村，当起了“村官”。

“没干过不要紧，重要的是你用
不用心去做。”初来乍到的于金洋，用
这样的话告诫自己。

从此，鲁田村多了一个没有架子

的“省城干部”、多了一个走家串户的
“第一书记”、多了一个乡村振兴发展
的“领路人”。

两年来，于金洋带领驻村工作队
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
总目标，以“五化”工作法为抓手，坚
定不移抓党建，多措并举聚人气，因
地制宜谋项目，真抓实干解民忧，累
计谋划落实 880 万元产业和基建项
目，全村实现村集体收入翻一番
和村党组织星级创建提档晋位等
多项目标。如今，成为全省“百村
提升”试点村庄、“千村美丽”示范
村庄和“吉乡农创园”创建村庄。

为了让乡村振兴与兴边富民有
效衔接，于金洋编制了鲁田村乡村发
展规划，新争取建设用地指标 2 公
顷；大力发展黄牛养殖项目，争取
100万元政策资金支持，每年为村创

收6万余元；积极开展“千村美丽”创
建工作，累计争取资金 780 万元，投
入到整村沥青路铺设、排水沟栅栏新
建、路灯绿化设施安装和新便民服务
站、室内门球馆建设等基建项目上。
在给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创造便利的
同时，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全面推
进“吉乡农创园”创建工作，绘制村内
文化墙民俗画350米，投放鱼苗6000
余斤；利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力
发展水稻种植和渔业养殖项目，创造
收益2万余元。 （下转06版）

于金洋：让边境村变了样儿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10月25日，由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舒
兰市政府主办的“人间烟火气、
舒兰好大米”吉林粮食品牌暨
舒兰大米推介品鉴会在北京举
行。

近年来，舒兰市以创建全
国农业现代化示范高地为抓
手，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加快推进稻米产业全链化、高
端化、驰名化，实现了标准化生
产、科技化赋能、基地化种植、
品牌化经营、产业化发展。作
为吉林大米旗下的区域头部品
牌，去年，舒兰大米被农业农村
部纳入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

计 划 ，并 以 100.48 亿 元 荣 登
2022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第
34名。

品鉴会现场播放舒兰大
米宣传片。专家解读舒兰大
米，并设有主题书法创作、舒
兰大米品鉴互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黏土画技艺展示等环
节。

舒兰市将以此次推介活
动为契机，着力健全完善核心
品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三
位一体”的互动联动机制，不断
创新活动形式，加快品牌建设
从“量的发展”转向“质的飞
跃”，稳步实现舒兰大米品牌
跃升。

舒兰大米推介品鉴会在北京举行

金秋十月，安图县龙顺雪山湖景区层林尽染，漫江碧透，吸引

周边地区游客纷纷前来游玩。图为游客乘坐游船观赏秋景。

记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 任卫峰 报道 为科
学、合理处置秸秆，最大程度减
轻秸秆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10
月 25 日，延吉市对 2023 年秋季
至2024 年春季秸秆全域禁烧和
离田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2023 至 2024 年度，延吉市
秸秆禁烧面积共25.49万亩。秸
秆可收集量约9.89万吨，“五化”
利用率达91.5%，其中，肥料化秸
秆利用量约 1.5 万吨，占可收集
总量的 15.2%；能源化秸秆利用
量约 0.2 万吨，占可收集总量的
2.0%；饲料化秸秆利用量约6.35
万吨，占可收集总量的64.2%；农
民自用秸秆约1万吨，占可收集
总量的 10.1%；无害化秸秆处置
量约0.84万吨，占可收集总量的
8.5%。

为进一步提高禁烧监管能
力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延吉市建
立秸秆禁烧常态化、长效化机

制，各镇签订了秸秆全域禁烧责
任书，杜绝因露天焚烧秸秆引发
重污染天气。按照“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以堵促疏”的工作要
求，逐步提高秸秆“五化”利用能
力和综合利用率。结合耕地性
质，离田前明确捡拾标准，选择
合适机型开展秸秆打捆、离地处
置工作，力争留茬不超过5厘米，
确保离田后净度达到直接耕作
要求。同时，建立“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的秸秆收储运机制，科
学处置秸秆残茬，实现秸秆全量
化处置，确保如期完成秸秆离田
工作。预计今年11月底前，将完
成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
区域两侧“一公里”范围内的秸
秆打捆、离田、还田及清运离地
作业；12月底前，完成全部水稻
田秸秆打捆、离田作业；明年4月
中旬前，完成所有农作物秸秆离
田任务。

延吉秸秆“五化”利用率达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