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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婷婷 记者 吴
连祥 报道 为推动东丰县新
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
东丰县鹿业局联合商务局举
办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班，进
一步提升电商从业人员电子
商务网络认知及运用能力，
普及农产品电子商务知识与
技能，为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东丰县是驰名中外的中
国梅花鹿之乡、中国农民画
之乡，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特
色产业资源富集，具有发展
电子商务的独特优势。

为了把县域特色优质产
品推介出去，东丰县着力培
育发展网红经济，积极为电
子商务发展搭建平台，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等办法，为城
乡培养电子商务人才。

这次培训以“构建电子

商务新业态，引领经济发展
新引擎”为主题。参训学员
来自全县商贸流通企业、县
域内电商企业负责人。培训
中，来自不同领域的讲师分
别围绕东丰县梅花鹿产业的
历史文化、梅花鹿产品选择、
销售，详细讲解了拍摄技巧、
制作技巧、文案策划等内容，
让学员对电商产业、新媒体
行业的发展趋势、成功案例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更深入
的了解。同时，开展座谈交
流，让大家在互动中学习和
掌握电商直播带货的运营方
法和技巧。参训学员纷纷表
示：学到了很多电商知识，受
益匪浅，在今后的工作实践
中，将结合实际，消化理解吸
收学习内容，不断提升自己，
快速把知识运用到电商领
域。

为产业振兴打造“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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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江城”吉林市，自然生态优良，绿色
产业富集。

吉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林业产业发
展。“十四五”以来，全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引领，绿水青山越来越美、金山银山越做越
大，林业产业步入转型发展的新时期。目前，
全市有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11 家、省级林业
产业基地16家、林业产业园区4家、农民合作
社 189 家，产业规模快速扩大，三产结构逐步
优化，2023年林业产业总值达到171亿元，位
于全省前列。

一产焕发生机

多年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效益持续
显现。吉林市现有森林面积153万公顷，森林
总蓄积1.91亿立方米，林下土壤肥沃、水分充
足，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为林业第一产业的
发展壮大带来了充分保障。

吉林市合理利用绿色资源，大力发展林下
种植、养殖业和林产品采集业，第一产业年总
产值超过53亿元。

全市种植红松、大榛子、蓝莓、树莓等经济
林22万亩，产量4.8万吨，产值4.4亿元。凡谷
实业投资的树莓基地，采用“公司+基地+农
户”的方式，集开发、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产品出口13个国家，年产值3000多万元。

吉林市林下种植中药材百余种，以林下参
和灵芝为重点，现有种植企业30余家、合作社
48 家。林下参产业以永吉县老寿星、舒兰市
世一参业为龙头，种植总面积5万多亩，林下
参总存量200多万公斤。灵芝产业集中在磐
石市的松山镇、取柴河镇和朝阳山镇，建有灵
芝大棚3200多栋，种植灵芝400多万段，可产
孢子粉41.25万公斤、干灵芝80万公斤，年总
产值可达1.6亿元，是全国最大的柞木段灵芝
基地。舒兰市均林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开展
林药间作，建设科普基地，带动周边农民增收。

近年来，吉林市重点鼓励黑木耳、山野菜、苗木、花卉和梅
花鹿、林蛙、柞蚕等种养业发展。黑木耳以农村合作社种植为
主，2022年黑木耳产值达27.8亿元；柞蚕养殖面积近5万亩，年
产量1800多吨；现有梅花鹿养殖企业351所，存栏3万多头，年
产鹿茸3万多公斤；林蛙年产值达5亿多元；山野菜、菌类等年
采集量10万多吨。

经济果林、中草药材等森林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出吉林
市，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产集约发展

近年来，林材、林特产品等深加工越来越受到重视。吉林
市形成了以木材加工、造纸、工艺品制造、木本油料、果蔬深加
工、中药材加工等为主的产业发展格局，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
个。随着林业产业转型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长，产品附加值
不断提高，林业二产有序集约发展。

2023年，吉林市林业第二产业实现产值近71.4亿元，占总
产值的41.5%。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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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何泽溟 报
道 2023 年 1-11 月全省
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
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2%，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1.6个百分点。

据省统计局服务业
统计处处长潘豫介绍，
2023 年以来，我省深入
实施服务业 22 项重大

工程，政策措施持续显
效发力，服务需求加快
释放，全省服务业实现
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
不断壮大。

具体来看，工业经
济的回升带动生产性服
务业持续向好。2023年
1-11 月，全省规模以上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营业
收入增长10.3%，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增长21.6%，
研究和试验发展增长
29.8%，科技推广和应用
服务业增 长 14.4% ；火
热的“新雪季”带动文
旅 服 务 业 的 高 速 增
长 。 2023 年 1-11 月 ，
全省规模以上旅行社
及相关服务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219.5%，娱

乐业增长 125.1%，体育
业 增 长 25.0% ；民 营 服
务业贡献突出，2023 年
1-11 月 ，全 省 规 模 以
上服务业重点行业中
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达
到 59.2% ，营 业收入同
比增长11.4%，对全省规
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到
72.0%。

2023年全省服务业
实现快速增长

本报讯 李悦 记者 隋二龙
报道 为贯彻落实建立源头培
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干部
素质培养体系要求，深入实施

“红色铸魂”工程，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辉南
县委组织部举办青年干部培训
班，以“新”“活”“实”“严”四字
诀，推进青年干部培训走深走
实。

选拔模式创“新”。参训学
员选择上，县委组织部制定下发

《辉南县新时代青年干部特训营
行动方案》，在全县参加工作两
年以上、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的
青年干部中海选，开展“我与辉
南共成长”主题心得交流、“砥砺
奋进新时代 我看辉南新发展”
建功论坛活动，共选拔出来自全
县43个机关单位和乡镇街道的

82 名年轻干部参加培训，提高
了选拔公正性和透明度。

培训方式求“活”。采取集
中授课与交流研讨相结合、实践
锻炼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等多种
形式。围绕“县域冰雪经济发
展”集思广益，思维碰撞中淬炼
智慧火花；“青辩展风采 论道长
才干”辩论赛场上，唇枪舌剑展
青春之气；举办知识竞赛，以赛
促学、以学促行；参观花园廉洁
教育馆，进一步筑牢廉洁自律思
想防线；前往雷锋纪念馆学习雷
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
神；参观庆阳兵工展览馆、石道
河抗联纪念馆现场教学，传承红
色基因；开展拓展训练，在竞技
中增进团结，磨炼意志……多元
化的培训方式使学员增强了知
识与技能，提升了政治素养和视

野格局。
培训内容讲“实”。着眼于

提升年轻干部的“七种能力”，本
着“精细、管用”原则，设置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政治训练、履职
能力培训 3 个板块。课堂教学
包含 40 余个专题，包括国防大
学、吉林省委党校、省委政研室
的教授和副厅级领导，确保教学
课程的高标准、高质量。县委书
记讲授开班第一课，并邀请工作
经验丰富的19名领导干部专题
讲授保密知识、群众信访、生活
中的民法典、县域经济形势与发
展、人工智能、国家安全等业务
课程，开设政务礼仪与形象塑
造、公文写作等实用课程，拓宽
知识领域、提升履职本领，补齐
年轻干部阅历尚浅、经验不足等
短板。

培训管理从“严”。健全机
制“管”，县委组织部跟班督导管
理，全程对学员日常考察和评
价。加强班级自主管理，成立班
委会和临时党支部，严格执行

“交叉考勤每日通报”“每课一诵
读（课前 30 分钟集体诵读原著
原文）、每人一分享、每周一小
结”“请假超5次不予结业”等制
度；综合测试“考”，坚持凡训必
考，科学评估学员能力素质，围
绕授课内容组织结业笔试、面
试，成绩排名向组织部干部科室
反馈；量化考核“用”，建立学员
学习档案，实行量化评分和纪实
管理，选派培训成绩优异、表现
突出的学员参与中心工作历
练。 严、紧、实贯穿培训全过
程，保证了培训的规范化和科学
化水平。

念好“新、活、实、严”四字诀

辉南推进青年干部培训走深走实

本报讯 于天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近日，水利部
发布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
矩阵建设先行先试名单，
桦甸市作为东北地区唯
一县市，被列为 2024 年全
国第一批现代化水库运
行管理矩阵建设先行试
点。

市水利局抽调10余名

技术专家，会同设计单位
经过反复商讨，制定《桦甸
市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并于近日
通过省水利厅批复同意。

桦甸市现代化水库运
行管理矩阵建设主要对现
有的 2 座中型水库、32 座
小型水库，通过对水库前
期设计，利用卫星遥感技
术、集成GIS地图、遥感影

像以及空间数据库技术，
整合雨量数据、水位数据、
流量数据、闸位数据、大坝
渗压渗流监测数据、大坝
位移监测数据、视频监视
图像数据、无人机航拍数
据等多项业务数据实现水
库上下游、左右岸要素信
息全面掌握；构建全天候
动态监控体系，对枢纽区、

库区、下游河道进行实时
动态监测，全天候掌握大
坝安全运行状态与风险；
加强水库建设、运行等全
生命周期管理。

项目建成投用后，面
对防汛突发事件，能够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
网+技术，融合各部门险
情、灾情信息数据，建设抢
险救援智能化系统。

桦 甸 市 现 代 化 水 库 运 行
管理矩阵建设进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