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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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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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品
种审定公告，第五届国家
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通过 1304 个 水 稻 、玉
米、大豆、棉花等作物新
品种，其中我省 81 个农作
物新品种通过审定。

本次通过国家审定的
农作物新品种中包含玉米
品种73个，其中：东华北中

早熟春玉米组品种 14 个、
东华北中熟春玉米组品种
22 个、东华北中晚熟春玉
米组品种 10 个、黄淮海等
其他地区夏玉米组品种
11 个、北方极早熟春玉米
组品种 7 个、北方早熟春
玉米组品种8个、北方（东
华北）鲜食甜玉米品种 1
个。水稻和大豆品种分
别4个。

通过国家审定的81个
农作物新品种，适合我省
多个生态气候类型区域推
广种植，充分展现了我省
农业科研育种单位品种选
育的丰硕成果，有利于推
进我省主要农作物新品种
更新换代，助力我省“千亿
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目
标实现。

目前，我省主要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到100％，
种子在粮食增产中贡献率
达到 45％以上；保存各类
作物种质资源近 15 万份；
共建有制种基地 17 个，其
中国家级基地3个，省级基
地14个。预计到2025年，
全省创制优异种质资源
100个，打造高标准制种基
地 15 万亩，研发出突破性
新品种30个。

我省81个农作物新品种
通过国家审定

本报讯 罗杰 记者 初慧 报
道 12月17日，20吨长白山黑猪
肉从吉林省发车运抵浙江嵊州
市，用长白山黑猪肉制作的嵊州
非遗老面工艺小笼包，将正式热
气腾腾地端上百姓餐桌。

长白山黑猪跨越千里，与嵊
州非遗工艺小笼包在“浙里”相
遇，不仅是一次食材与手艺的碰
撞，也是浙吉两省产业深度融合
的创新实践，更是文化与资源的
完美交融。

据了解，浙江省山海共富消
费帮扶吉林馆（杭州）自 8 月开
馆以来，在打通浙吉两省的产销
链路基础上，整合吉林省优质农
特产品资源，挖掘长三角消费需
求，结合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推
出“浙享吉品”独立品牌。

饮山泉、食百草，享受天然
环境的“长白山黑猪”，具有浓郁

的猪肉原味，富含蛋白质、维生
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胆固醇
含量低，氨基酸含量比工厂化白
猪高35%以上。

而“嵊州小笼包”，具有悠久
历史和独特制作工艺，被列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用老面发
酵，面点更加松软、有弹性，收口
留孔的观感和葱香肉鲜、饱满有
嚼劲的味感，深受消费者喜爱。

长白山黑猪肉与嵊州小笼
包的跨地“结合”，在保持黑猪肉
的鲜美口感基础上，增加小笼包
的丰富层次感，形成了特有的餐
中美食。

推动农特产品优化升级，赋
能产销链向纵深发展。吉林馆
将持续挖掘优质农特产品资源，
深挖浙吉两省产品合作、市场拓
展空间，为“浙里”消费者带来更
多优质健康的美食体验。

吉林馆打造浙吉产业融合“新套餐”

黑猪肉+小笼包相遇“浙里”

本报讯 记者 隋二龙 报
道 生态赋能，绿色发展。2023
年，蛟河市林业局全面加强生
态文明理念宣传、政策宣传、文
化传播和科学普及，唱响绿色
发展“主旋律”，连续10年荣获
吉林省林业系统网上宣传先进
单位。

提升宣传高度，注重林业
特色宣传。蛟河市林业局信息
中心每年按照年初制定的宣传
工作要点，站在生态文明高度
开展宣传，围绕自身宣传重点，
借助省林业和草原局官方网站

平台，在机关效能建设、清收还
林、森林防火、林政大检查、森
林资源管护、环保督查、产业
发展、深化国有林场改革等
重点工作进行多元化宣传报
道。

注重宣传技巧，提升宣传
质量。注重挖掘新闻宣传深
度，通过多角度宣传，推动林业
发展。信息和新闻善于捕捉
宣传角度，注重抓热点、讲重
点 、现 亮 点 ，积 极 与 省 市 日
报、电视台组织策划，运用多
种新闻体裁，广泛宣传林业

建设成就。
挖掘宣传深度，推动林业

发展。在省林业和草原局官方
网站发表有价值、主题鲜明、内
容详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
感染力的新闻信息，这些报道
反映林业工人典型事迹、介绍
林业产业发展、论述林业改革
成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挖掘信息内涵，提高宣传
效果。用活素材、活方法，写活
新闻，有效提高新闻在生产实
践中的引导作用和影响力。由
于注重以小见大，贴近林业生

产生活实际、贴近群众关心的
问题，采写挖掘信息注重在高
度、角度、深度、厚度上下功夫，
部分新闻信息被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吉林省人民政府官方各
大网站采用并转载。林业局
信息中心主任王向新连续 10
年荣获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
网上宣传先进个人、吉林省
第四届“关注森林”宣传工作
先进个人、中国林场协会宣
传工作先进个人等，为生态
文明宣传工作做出了突出贡
献。

连续10年获全省林业系统网上宣传先进单位

蛟河市林业局唱响绿色发展“主旋律”

柳河县柳南乡组织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将玉

米秸秆打包离田销售。图为村民正在打包作业。

刘宇迪 记者 吴连祥/摄

雪覆林幽，天朗气清，举目远
望，是明媚的“辉南蓝”；

苍山吐翠，碧水迢迢，举目四
顾，是醉人的“生态绿”……

这，就是四季分明的辉南县。

底蕴生辉
生态造就“金名片”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近年来，辉南县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生
态强省”战略布局，构建“生态+”发
展格局，绘就了水绿山青的发展底
色。

素有“北方九寨”美称的龙湾群
国家森林公园，是全国最大的火山
口湖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
地质公园、AAAA级旅游景区，也是
辉南县一张靓丽的生态名片。

龙湾之奇在于峰。行至龙湾群
国家森林公园景区之一的四方顶
子，崇立的陡峰被茂密的森林覆
盖。由于高山气候，这里的树木千
姿百态，有的似髦髫老者，有的似仙
鹿卧息，有的似金雕雄踞，大自然的
手笔在这里刻画出千百年历史的风
韵。

但辉南的生态之美，还远不止

于此。
辉南县属长白山区生态保护系

统，是我省东南部生态屏障的重要
组成部分，先后荣获全国第五批“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和第
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咬定目标
生态美迈向“生态+”

“绿色生态是辉南的财富、优
势、潜力，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巩固和提升生态优势，是辉南推
进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辉
南县委书记史秀明深刻剖析，生态
强县是辉南基础优势和长远发展相
结合的最优选择。

走前列、探新路，以绿色思维、
领跑之姿走实现“两山论”的有效转

化，辉南县不局限于老思路、老办
法，以新理念、新举措，谱写出可圈
可点的“绿色文章”。

确立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紧紧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创建指标，努力打造“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初步探索出一
条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的绿色转型发展新路。

全县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
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
作，大力开展封山育林、植树造林、
退耕还林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重点实施辉发河生态修复综合治理
项目、松花江支流环境保护及综合
治理工程、辉南县辉发河兴隆江段
水环境治理工程、辖区燃煤小锅
炉撤并改造工程、建设万里绿水
长廊项目，内河上游水系调蓄工
程等重点工程。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 92.9%，3 个国控断面
水质均达Ⅲ类水体标准。

“两山”转化
“生态美”换来“百姓富”

生态强县，不仅要护好山川，更
要在厚植绿色家底基础上，把“绿水
青山”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

在位于金川镇的西夹荒生态旅
游度假区，过去破旧的土道、简陋的
瓦房，摇身变成幽雅别致的度假
区。借助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
里山环水抱、曲径通幽，已经成为游
人亲近自然的“网红打卡地”。

发展生态经济聚集绿色财富，
以好山好水好生态为依托，辉南大
大小小、宜居恬适的村落，也踏上
了民宿、餐饮、露营“多旅融合”的
发展道路。

来到抚民镇，村民和生态的和
谐相处，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推动
乡村振兴，村民实打实地把绿水青
山变成了“致富宝藏”。

随着新雪季来临，抚民镇榆树
岔村三合屯的山河农家院，老板张
锡冰正忙着接待一波又一波的游
客。

“现在大家都喜欢找有山有水
有雪的地方旅游，咱这环境好、吃得
好、住得好，来的人可多了。夏季
最 多 的 时 候 ，一 天 能 来 四 五 百
人。”张锡冰说，今年在政府的扶
持下，自家又改造了基础设施，接
待能力进一步加强。

打“生态牌”，吃“生态饭”，如今
三合屯乡村旅游已经小有名气。看
中这一优势、商机，榆树岔村还发展
村办企业成立旅游公司，整屯打造
乡村民宿项目。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
银山。辉南县还打造野山核桃、辉
南大米等生态品牌，带动生态产业
转化。以生态资源优势、医药健康
产业为基础带动区域生态种植，通
过储蓄“绿水青山”促进医药产业高
水平发展，年加工中药材近 5000
吨，年创产值近 10 亿元，逐渐成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钱袋子”。

绿 水 青 山 写 大 美
——辉南县生态文明建设走笔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