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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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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延吉市将优化城市建设和传

承朝鲜族优秀民俗相结合，逐步打造出具

有鲜明特色、魅力独特、生态宜居的“网红

城市”旅游城市。图为延吉市夜景。

延龙 张然 记者 侯春强/摄

今年以来，伊通满族自治县紧紧围
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旅融合，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围绕黑土地
保护、培育优势特色产业等重点工作，
推动农业畜牧业稳步发展，乡村振兴基
础不断夯实，农业农村各项工作迈出新
步伐。

夯基础，筑牢粮食供给安全线

牢牢守好粮食播种面积，全年粮食
播 种 面 积 200 万 亩 ，其 中 籽 粒 玉 米
189.61万亩、水稻6.5万亩，大豆种植面
积2.89万亩，预计粮食产量可达到26.81
亿斤，同比增长10%以上。推广玉米大
豆带状种植技术，沿“伊公”公路和“磐
马”公路建设、伊通镇兴隆村、大孤山镇
大孤山村、马鞍山镇北岗子村、莫里青
乡莫里村4处“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技术示范”基地，试验推广面积 240
亩。新建各类棚室 1315 栋面积 914.8
亩，现有30亩以上园区10个，累计棚膜
蔬菜产量达到 0.9 万吨，产值 3300 万
元。听山农业创业产业园成功申报省
级“菜篮子”生产保障基地。

推广黑土地保护“梨树模式”，全县
保护性耕作任务20万亩、耕地深松任务
3 万亩、机械深翻补贴任务 11.59 万亩，
增施有机肥 4.38 万亩。全县设有 24 个
耕地监测点、242 个耕地调查点。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8.31万亩、东北黑土地
保护项目 5.24 万亩。邀请中国农业大
学黑土地保护专家在大孤山镇欢欣岭
村共建坡耕地黑土地保护试验基地，探
索适宜伊通山坡地的黑土地保护利用
技术模式。成功举办吉林省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数字抵押登记试点（伊通）暨
全国第一张农机数字产权证书发放启

动仪式，标志着伊通在推动金融服务农
业机械化的工作上迈上了新台阶。

提质量，畜牧业迈上新台阶

养殖规模迈上新台阶，不断推进畜
禽品种改良，推动“公司+农户”养殖模
式，推动全县养殖规模水平不断提高，
预计年底全县猪、牛、羊、禽、鹿养殖量
分别达到195.46万头、78.94万头、19.46
万只、2581.13 万羽、9.84 万只。预计比
去 年 增 长 16.92% 、18.42% 、12.49% 、
16.27%、13.76%。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实
现新跨越，2023年被评为基础母牛扩群
项目县和全省唯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与保险联动试点县。积极探索菌酶
协同发酵技术，打造肉牛健康养殖“伊
通模式”，通过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引
入国家863重点科技成果，以菌酶协同
发酵饲料技术为基础，结合茎穗兼收、
中央厨房、粪污带菌还田、无抗
富硒养殖等新技术，解决养殖过
程用药难以把控、秸秆利用率
低、散养粪污难以集中处理的难
题，预计年底可建立科技服务站
点 135 个，覆盖肉牛 7 万头。黄
牛产业园区预计12月份建成投
产，力争3年内将园区打造成养
殖种植标准化、旅游观光农业特
色化、三产融合的国家级现代化
示范园区。

强品牌，提升产业发展新动能

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
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成功申报吉林省绿秀现代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市级5家，目前已
有国家级 1 家、省级 20 家、市级 34 家。
围绕八大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打造全
方位的产业链条，成功申报伊通嘉悦绿
色种养融合产业化省级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和伊通县嘉兴农业产业化市级示
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现有国家级美
丽休闲乡村 1 个，省级 4 个。打造省级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个，现有国家级3
个、省级12个。成功推荐2个企业品牌
成为四平区域公共品牌“平地生香”的
授权企业，现平地生香授权企业共计14
家。建设营城子镇黄牛产业强镇、新兴
乡梅花鹿产业强镇、马鞍大樱桃产业强
镇。有特种果品产业园、黄牛产业园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百合、榛子、中
药材、水稻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4 个。
利用长春农博会、四平市农业食品交易
会、伊通烧烤节等多个契机和平台，在
全省打响伊通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强基础 提质量 促发展
——伊通县奋力绘就农业农村新图景

□ 陈照明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李抑嫱 报道“我们企业正
在筹备上市，之前了解到前期需要开具
10多个合规证明，跑好多个部门。如今
通过手机APP一键获取1份专用信用报
告，就能‘一路畅行’，大大缩短了办事
时间。这项改革新举措让我们享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红利！”长春海谱润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兴全兴奋
地说。

王兴全提到的新举措是我省今年
11月起开始推行的“经营主体以专用信
用报告替代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改
革。这是我省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具
体惠企措施，通过信用数据共享，办事
流程再造，企业花几分钟就能打印专用
信用报告，可替代41个部门的证明，实
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不跑腿”。

据悉，我省推行此项工作后将成为
全国第六个、东北地区第一个出台此项
政策的省份。针对企业希望简化办事
流程的诉求，解决开具证明难的问题，
我省学习借鉴上海、安徽等省、直辖市
先进经验，在广泛征求中省直部门、专
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
研究开发了吉林省经营主体专用信用
报告查询系统，部署在省政府门户网
站、信用中国（吉林）网站和吉事办APP
上。同时，我省信用平台已累计归集行
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各类公共
信用信息71亿条，为推行专用信用报告
替代无违法违规证明工作提供了坚实
的数据基础。

通过各部门行政处罚数据资源共
享，将专用信用报告作为企业信用数据
的载体，直观地展示企业有无违法违规
情况。此项替代证明工作适用范围限于在吉林省登记注册
的经营主体，证明在全省行政区域内相关领域有无违法违
规记录的情况，将惠及全省三百多万经营主体，大大减轻企
业开具证明的负担，同时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审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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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琰 曲晓慧 报道近年
来，珲春市坚持“聚中端、引高端、培
基础”工作思路，全力打好“引才、育
才、用才、爱才”组合拳，悉心构建

“拴心留人”的良好生态，努力吸引
凝聚四面八方人才，扎实推进省级

“人才服务县域经济发展试验区”建
设。

突出抓好“两条主线”，凝心聚
力集聚中端人才。珲春市突出抓好
外引、内培“两条主线”，在深入实施
招才引智工程的基础上，为符合条
件的引进人才发放人才津贴，在全
州首创县级市自主招聘模式。开展

“百名大学生看珲春”“为高校学子
送去一封信”系列活动，建立《企业
人才引进需求目录》，强化“掌上求

职登记+网络人才招聘+线上就业指
导”，促进产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精准
对接，并点对点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送政策进校园、请企业进校园、送人
才到岗位服务，累计为2000余名高
校学子提供精准就业服务，让高校
生实现“出校即入企、毕业即就业”。

创新搭建“三个平台”，千方百
计引进高端人才。珲春市创新搭建
国际人才交流、“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校地结合，产教融合“三个平
台”。成功举办国际人才交流合作
会议，形成域内外人才双向流动引
才新格局；积极创新“项目+人才”的
引才模式，相继建成东北亚光电产
业园、跨境电商产业园等园区，形成

“以产聚才、以才兴产、才产互融”的

良性循环；搭建“政府+企业+高校”
平台，充分发挥延边大学珲春校区
优势，通过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全力实施“四项工程”，多种途
径夯实聚才基础。珲春市实施“基
层人才学历提升”、返乡创业、人才
安居、评先创优“四项工程”。持续
加大外出人员返乡创业扶持力度，
协调金融机构推出返乡创业专项贷
款等金融产品，将东北亚跨境电商
产业园设立为首家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实训中心，在延边州率先启动
建设“人才安居”工程，工作经验在
全州推广。积极推荐优秀企业和人
才申报国家、省、州创新创业项目、
参加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优秀人才
评选，持续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珲春：构建“拴心留人”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