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魂固根，把党建延伸到工作
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2023年，通化农商银行紧扣“一
个愿景”“两大主题”，明确“三大定
位”，大力弘扬“四大文化”，深入贯
彻“五大理念”，扎实推进“十大工
程”，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有力
促进了通化绿色转型，全面振兴。

“党建+金融”
增强党建凝聚效能

持续创新党建工作。着力推动
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经营目标、经
营资源、经营活动、经营理念、企业
文化“六个融合”，切实将组织优势
转化成发展优势。

明确党组织书记是抓基层党建
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
责”责任。全年共召开“第一议题”
党委会48次，专题（定期）议党会议
12次，研究部署党建工作，以上率下
形成合力。

与此同时，和通化市委组织部达
成协议，选派党员干部挂职各乡镇、村
委，广泛推进“党建+金融”模式。

“党建+文化”
丰富党建运用载体

大力倡导“奋斗、服务、合规、廉
洁”文化，不断增强干部员工的凝聚
力、向心力和竞争力。

风险化降实现新突破。夯实
清收主体责任，压实“三长”同责、
主副同责机制，坚持全员清收。

零售转型取得新成效。贷款方
面。坚守城区、农区两个主阵地，线
上、线下同时发力，实施全员营销，
信贷资产结构不断优化。存款方
面。在保持存款持续增长基础上，
注重低成本存款营销。

渠道建设再上新台阶。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线上、线下全渠道营
销，打出一卡、一码、一机、一券、一
具“五个一”营销组合拳，极大地推
动全行渠道建设。

合规建设取得新进展。将短期
的风险处置与长期的风险防控有机
结合起来，切实建立风险防范的长
效机制。全年开展 3 次风险联合
大排查，逐步形成了“人人合规、
事事合规、处处合规”的良好经营
氛围。

“党建+品牌”
提升党建头雁作用

党委创新思路，提出“134”党建
工作思路，即坚持党的领导一条主

线，继续丰富“三带三创”党建体系，
建立“四抓”机制，即抓书记、抓班
子、抓队伍、抓保障。

建立党建问题整改清单，压实
党建责任，有力推动党支部标准化
建设。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发展理
念，营造“机关服务基层、干部服务
员工、后台服务前台、全员服务客
户”的大服务格局。

加大对基层党支部的帮扶力
度，不断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
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掌
舵领航作用。7个党支部已全部创
建各自特色品牌，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明显增强。

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根据
支部党建重点清单“挂图作战”认真

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
规范各项活动的开展。

“党建+银社（村）”
强化党建业务融合

结合“千名行长进万企”“七走
进”“百日攻坚”等活动为载体，细化
责任区域，积极投入各项工作当
中。各党支部同联建社区开展深学
联学，同社区老党员共同宣讲党史
故事、党的二十大精神。

围绕端午节、重阳节主题，基层
党支部分别与西昌社区、江南社区、
新站街道等开展文艺汇演、助老服
务、廉政教育等“联建共建”活动，向
在场群众宣传反电诈知识。全体党
员干部积极投身银村、银社共建，成
立志愿服务队，围绕“我为群众办实
事”立项，助力文明城市创建，下沉

“双报到”社区共创共建，认领97个
“微心愿”。

成功举办“学党章、强党性、担
使命、践行动”知识竞赛和“七一”庆
祝活动，充分展现员工积极向上，团
结奋斗的良好精神风貌。

“党建+”引领发展“主旋律”
——通化农商银行党建工作走笔

□ 戚安慧 本报记者 隋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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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为加快
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充
分发挥科技对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的支撑保障作用，促进农业
强省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近
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农业
科研和推广单位对玉米、水稻、

大豆等主要农作物进行品种试
验、示范及鉴评，经专家综合评
定，优选出适合全省不同区域种
植的农业主导品种 126 个，其中
玉米 59 个、水稻 34 个、大豆 33
个。

在广泛征集、形式审查、专
家盲评的基础上，综合产业规
模、行业影响力、技术成熟度、推

广面积和应用前景等因素，确定
全省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 10
项、主推实用技术75项，作为我
省 2024 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
技术。

优选主导品种 126 个、十大
重点主推技术10项、主推实用技
术75项，旨在引导广大农业生产

经营者科学选用优良品种和先
进技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提供坚实科
技支撑。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全省各
级农业 农 村 部 门 结 合 本 地 农
业生产实际，做好农作物主导
品种推荐和主推技术指导工
作。

我省发布2024年
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月16日，长白山之
冬“灵秀长白 冰雪奇缘”长
白朝鲜族自治县首届嬉雪
节开幕。

本 次 活 动 由 长 白 县
委、县政府主办，县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全域旅
游公司承办，活动包括开
幕式、万人嬉雪狂欢、冰雪
摄影展、滑冰表演、抽冰陀
表演、保龄球表演、首届嬉
雪节足球赛、高山雪原汽
车拉力表演赛、千年崖城
梦幻雪城观光游览、冬季
漂流和大众滑冰邀请赛。
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让游客和本地市民体验冰
雪畅玩盛宴，乐享皑皑冬
日。

在嬉雪节活动现场，
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歌舞
飞扬美食飘香，摄影作品
琳琅满目，欢声笑语热闹
非凡，呈现出美轮美奂、
异 彩 纷 呈 的 冰 雪 新 天
地。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客 和 市 民 欢 聚 于 此 ，打
雪仗、玩雪圈、抽冰陀、碰
碰球……欢呼声、呐喊声
此起彼伏，大家体验着冬
季趣味冰雪体育活动，感
受着独特的冬日冰雪乐
趣，沉浸在冰雪世界的欢
乐之中。

来自四平市的游客赵
宇茜说：“长白县嬉雪节感
觉特别好，长白人很热情，
玩得很开心。”

冬季漂流活动在十九

道沟河举行，河水清澈，碧
波荡漾，游客乘坐特制的
橡皮艇，游弋在晶莹剔透
的河面上，欣赏两岸秀美
风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魅力。

在十八道沟高山雪原
之上，一场紧张刺激的汽
车拉力赛在这里进行。厚
厚的白雪赛道上，车影掠
过之处，激荡起翻滚的雪
浪，饱含激情的赛车手沉
浸于速度与激情的体验
中，尝试“人车合一”的“纵
擎驭雪”。

千年崖城梦幻雪城观
光游览是本次活动的一大
亮点，游客穿越古城，感受
自然景观的独特魅力，探
寻悠久的人文历史，体验

冰天雪地的趣味活动。这
里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
映，人文风情与大自然的
灵秀共融共生，让人流连
忘返。

此次活动拉开了长白
县冬季旅游市场的序幕，
进一步扩大“醉美边城 灵
秀长白”冰雪 IP 影响力和
知名度，充分展示长白县
冰雪之美、人文之美，进一
步推动长白县冰雪旅游、
冰雪文化、冰雪体育、冰雪
消费等各项冰雪活动蓬勃
开展，全面构建特色冰雪
体系，提升冰雪消费潜力，
变“冷资源”为“热产业”，
为吉林省和白山市冰雪旅
游产业贡献长白力量，展
示长白风采。

“灵秀长白 冰雪奇缘”

长白首届嬉雪节燃爆冬日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1
月 18 日，以“鱼水欢腾 生态冰
雪”为主题的安图长白山首届雪
山飞湖冬捕节在安图县两江镇
开幕。

开幕式上进行了精彩的文
艺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
族假面舞”“朝鲜族牙拍舞”等轮
番上演，彰显民族文化魅力，掀
起阵阵热潮。

冬捕现场热闹非凡，冰面
上，工作人员早早地凿冰开眼，
拉网下网，等待2024年的第一网
丰收。随着一声“起网！”鱼儿从
湖中被拉出来，在冰面上翻滚、
跃动，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鱼儿，
勾勒出充满安图风情的奇观，
上演了冰湖腾鱼的美丽景象。
现场还举办了“头鱼拍卖”活
动。

外地游客纷纷表示，来安图
旅游，参加雪山飞湖冬捕节，欣
赏到独具特色的渔猎文化，还体
验了冰滑梯、雪地摩托、马拉爬
犁，看到了麋鹿和羊驼，不虚此
行。

近年来，安图县紧紧围绕建
设长白山生态经济强县发展目
标，积极开展旅游城创建工作，
不断探索旅游发展新模式，加快
培育开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新场景，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
游玩。

本届冬捕节是弘扬渔猎文
化、发展冰雪经济，促进各民族
交流、交往、交融的应时之举。
安图县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推进冰雪旅游与生态文明
有机融合，助力冰雪特色产业蓬
勃发展。

“鱼水欢腾 生态冰雪”

安图首届雪山飞湖冬捕节开幕

抚松县万良镇开展玉米试验田样本室内考种工作，通过对前
期抽样玉米进行脱粒、称重、检测，认真记录各片区玉米穗行数、行
粒数、含水量等数据并科学测算产量，为筛选适合本地玉米种植的
施肥配方提供科学试验依据。 赵铭 李华伟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