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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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长春
市双阳区建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1331”工作体系，强化党组织统一领
导，构建乡镇（街道）、村（社区）、屯（小
区）三级明晰的责任体系和基层党
员、部门单位、社会力量三方参与的
服务体系，打造智能综合管理平台，
推动形成统筹有力、职责清晰、服务
优质、智慧赋能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体系由
“上下贯通”向“执行有力”转变。突
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织密组织
链条，屯（小区）党支部发展到 1003
个，制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方
案，创新设计党建记录本规范党内制
度落实。出台“1331”工作体系“1+
6”系列文件，明确6个方面重点任务
和推进举措，健全完善“平急结合”工
作机制，明确包保联系、下沉服务、问
题化解、应急演练等 7 项制度，结合

领导班子季度考核、专项考核加大督
导考评力度，有力保证各项制度、任
务在基层严格执行、落实落细。

强化明责赋能，推动基层工作由
“层层下压”向“各司其职”转变。积
极推进赋能减负、按职履责，建立基
层治理职责清单，明确三级党组织分
别承担8项主体责任、负责8项具体
任务、做好 7 项辅助工作，着力破解
职责边界不清、基层“包袱”过重等问
题。健全机关与基层共建共联机制，
组织72家部门单位全覆盖对接包保
各村（社区）及小区，严格落实“双报
到”制度，2700余名在职党员干部常
态化下沉工作，有效整合优势资源力
量赋能基层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

强化载体创新，推动为民服务由
“贴近群众”向“走进心头”转变。创
新开展“党员包户聚民心”“部门进村
强服务”载体活动，组织5366名有包

保能力的党员联系群众9.5万余户，
整合区直部门资源力量成立“9+1”
服务团，按照每月不少于2次的频次
深入基层开展服务，收集解决群众问
题需求1万余件，切实把为民服务从

“田间地头”“屋里炕头”“小区楼头”
做进“群众心头”。

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信息事项由
“线下统筹”向“线上流转”转变。依
托市域社会治理信息系统打造基层
治理智能管理平台，集成人、房、事、
物、情等信息采集、存储、传输、汇总、
分析、应用等功能模块，绘制全区电
子地图。将“吹哨报到”事项纳入平
台管理，强化刚性约束，制定采集上
报、分流交办、执行处置、日常督办、
结果反馈、考核评价等制度，通过平
台报送办结基层治理事件 1065 件，
实现线上流转、线下办理、结果可视，
切实提升治理服务效能。

双阳区推动形成基层治理新格局

本报讯 赵宝忠 闫虹瑾 报道 据
国家统计局2023年粮食产量数据公
告，今年全省粮食总产 837.3 亿斤，
创历史最高纪录，从全国第五位跃
升至第四位。在连续三年超过 800
亿斤基础上，增产 21.14 亿斤，增量
居东北四省区第一位。粮食单产
958.2斤/亩，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
位。

为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今
年，我省立足加快推进“千亿斤粮
食”产能建设工程目标实现，逐个环
节安排部署、逐季压茬推动落实，采
取七项有力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粮
食丰产丰收，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
供“压舱石”。

抗涝防旱措施实。为有效应对

夏涝影响，省农业农村厅成立农业
防灾减灾工作专班，分区分片包保
舒兰、榆树、扶余等受灾较重县市，
指导各地落实防灾减灾措施。及时
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制定农业灾后
恢复生产方案。全省共成立农业服
务指导组151个，累计派出技术人员
3.26万人次，全力推动灾后恢复生产
措施落实。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
组建1311 支农机应急服务队，启用
排涝机械12352台套，及时排出田间
积水。针对西部局地严重春旱，落
实抗旱播种1467.64万亩，实施浇灌
1431.8万亩次。新建和修缮农田抗
旱灌溉井 2.24 万眼，整治农田沟渠
1.75万公里，新增可灌溉和排涝面积
927万亩。

病虫防治招法多。制定《2023
年全省“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
案》，增设太阳能智能虫情测报灯99
台、专用性信息素诱控设备 5.57 万
套。实施生物防治水稻二化螟、性
信息素防治水稻二化螟等绿色防控
技术 144.4 万亩次，水稻病虫害飞
防 作 业 试 验 试 点 示 范 面 积 81.25
万亩，开展减药控害精准施药 382
万亩、农区鼠害绿色防控 57 万亩，
试验生物防治大豆食心虫技术 20
万亩。

田间管理服务细。出台 5 个农
业生产指导性文件，组织各级农技
推广部门分作物、分环节开展指导
服务，强化落实田管措施。在灌浆
关键时期，各粮食主产区累计投入

直升机 49 架、无人机 1506 架，实施
“一喷多促”1570.5万亩，夯实粮食丰
收基础。

良田扩建步伐快。今年，新建
高标准农田 492.94 万亩，累计建成
4204.94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
51.3%。创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15
万亩，开展工程化试点30.5万亩，全
面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单产提升效果好。开展粮油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建设14个
玉米、4个大豆整建制单产提升示范
县。在2个县开展玉米单产提升建
设工程 40 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
密植234.04万亩。广泛开展高产竞
赛，中、西部赛区玉米最高产量达到
1021.18公斤/亩。

良种推广有突破。推广农作物
主导品种105个，其中，玉米品种49
个、水稻品种 28 个、大豆品种 28
个。首次综合筛选出耐密突破性品
种 41 个、耐盐碱品种 47 个，遴选 76
个农作物品种开展高产竞赛，4 个
玉米品种实现亩产“超吨粮”、3个水
稻品种亩产达700公斤以上、4个大
豆品种亩产达290公斤以上。

农机应用效率高。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4%，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近 20 个百分点。集
成推广农机农艺措施，实施耕地深
松 800 万亩、秸秆深翻还田+增施
有机肥 110 万亩，黑土地保护性耕
作面积扩大到3700万亩，稳居全国
第一位。

粮食总产跃升至全国第四位 粮食单产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位

837.3亿斤！全省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今年
以来，临江市以建设践行“两山”理念
试验区为引领，积极发挥优势，着力
构筑发展平台，全力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增力赋能。

加快项目建设。全年实施5000
万元以上项目30个，总投资89.13亿
元，预计完成投资 33.23 亿元。目前
5000万元以上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开复工率100%，已完成投资28.49亿
元。同时，提前部署要素保障，做好
冬季不停工项目储备安排。

向上争取资金支持。全年向上
申报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项目 38 个，
累计总投资 99.61 亿元，拟申请专项
债券42.43亿元。通过国家发改委审
核项目 28 个，通过中央财政部审核
项目 20 个，其中通过双向审核项目

15个。目前已累计发行专项债券资
金2.32亿元。紧盯政策导向加快办
理申报2024年专项债券项目前期手
续，争取专项债券资金发行前具备开
工条件。

强化项目储备。围绕产业融合、
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对外贸易等领
域吸引国企、央企来临江投资，撬动
民营资本力量，围绕延链补链持续招
大引强、培优育新，用好60万吨矿泉
水开发利用指标，做好项目谋划。定
期召开重点项目周调度会议，攻坚

“沿边大通道”“口岸大桥”等重点项
目建设。依托中朝产业园区、吉鲁特
种鞋服产业园、长白山生态产业园等
平台，积极谋划落地承接发达地区产
业转移项目，助力边境经济发展进入

“快车道”。

临江推进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

洮南市洮府街道福胜村依托区位优势发展棚膜经济，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冬季“菜篮子”，也鼓起了村民的

“钱袋子”。图为村民正在暖棚内打捆青菜。 邱会宁 范海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