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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二龙乡保民村村民周玉坤多年种植大棚油桃，
春季桃花盛开之际地面叶菜开始收获，形成一季两次收
获。图为周玉坤在为桃花授粉。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实习
生 都傲 报道 3月1日，《吉林省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
我省保护野生动物工作进入依
法治理新阶段。该《条例》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经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
过，是我省首部关于陆生野生
动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填补
了该项立法空白。

《条例》共28条，在严格执
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
按照立法规定制定地方性法
规。从健全保护机制、完善保
护举措、强化安全管理等方面，
对包括乡镇人民政府保护职
责、栖息地保护单位责任、配备
救护车辆、制定人冲突应急预
案、野外放生活动、禁止干扰和

破坏陆生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等
内容进行了细化和明确。规定
每年4月为吉林省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宣传月，4 月 22 日至 28
日为吉林省爱鸟周等内容。

《条例》健全了我省陆生野
生动物保护机制。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
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陆生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相关工
作；国有林业企业应当在职责
范围内配合做好陆生野生动物
保护相关工作。赋予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协助做
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职责。
同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由陆生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配

合的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
增加了约谈制度的规定。

《条例》完善了我省陆生野
生动物保护举措。规定对陆生
野生动物栖息地负有保护管理
职责的单位，采取多种方式营
造适宜陆生野生动物生息繁衍
的环境；明确陆生野生动物人
工繁育机构应当加强疫病防
控，履行饲养、管护、救治职责；
提出收容救护机构应当配备防
护装备、救护车辆等工具设备，
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厘清商品
交易市场、网络平台、餐饮场所
等应当履行劝阻和制止违法经
营行为，建立进货查验制度等
职责；增加对野生动物惊扰的
禁止性规定，并设定相应罚则。

《条例》强化了陆生野生动
物安全管理。规定有关人民政

府应当制定陆生野生动物与人
冲突应急预案；鼓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开展陆生野生动物致
害赔偿保险；明确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陆生野生动物主管部门
应当公布热线电话或者其他咨
询渠道，加强对放生活动的规
范、引导。

我省地理、自然条件优越，
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现有陆生
脊椎动物 496 种, 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124 种。近年来，
全省通过林草湿连通工程、造
林绿化、防沙治沙，开展“绿
卫”“绿盾”“清风”等专项行动，
为野生动物打造了安居家园。
中华秋沙鸭、白鹤等迁徙水鸟
数量连年增长，东北虎、豹数量
从试点前的 27 只、42 只增长
到 50 只、60 只以上。

《吉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实施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良田有保障，粮食才满
仓。初春，伊通满族自治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呈现出
一派火热景象，为“春季会
战”打好主动仗，为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筑牢乡村振兴基
础、端稳端牢“手中饭碗”提
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伊通县抓好耕
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真正把耕地特
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
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
现代化良田，为“东北粮仓”
贡献力量。

二月的北方，寒风凛冽，
位于马鞍山镇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依然是热
火朝天的大干快干场面，项
目建设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
不畏严寒，抢抓工期，挖掘机
马力十足，穿梭在田间，机
械、工人默契配合，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进度。

今年，伊通县实施国债
资金高标准农田项目 3 个，
建设任务 18.7 万亩，其中高
标新建9万亩，改造提升4.7
万亩，东北黑土地保护项目
5万亩。为扎实做好2023年
工程的收尾工作及 2024 年
工程的开工建设，伊通县委、
县政府落实县级领导、乡镇
领导包保高标准农田和东北
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的工作

责任制，分管农业副县长带
头不定期进行检查督导。并
成立县高标准农田和东北黑
土地保护项目建设领导小
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专门
解决高标准农田在建设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逐项破解，建
立和完善安全、质量监管体
系。

抢抓春耕“黄金期”，调
研部署再发力。伊通县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对多乡镇
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对接，
围绕“田、土、水”等方面，
听取各村意见和建议，从
而打造高质量高标准农田
建设。

在黄岭子镇 、靠山镇

等地，机械来回穿梭，人员
施工有序，推土机、铲车等各
种大型机械正在田间作业。
一条条农田沟渠建成后将实
现“渠相连、涝能排、旱能
灌”，大大提高耕作效率。
种植户可以对应时节，合理
分配农作物，充分“盘活”闲
置农田。放眼望去，一幅人
勤春来早的画卷正在徐徐
展开。

伊通县将始终把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稳定
提升粮食产量、促进农民增
收的重要举措，深入贯彻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要求，为建设农业强县夯
基固本、蓄势赋能。

打响“春季会战”

伊通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

本报讯 聂芳芳 报
道 2023 年，房地产市场
平稳运行，商品房销售
面积增长 5.6％，行业发
展总体向好；城市更新
项目大力实施，开工改
造老旧小区 830 个……
这是从全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工作会议上传出的
最新消息。

今年，全省住房城
乡系统将在保持房地产

平稳健康、加快建筑业
转型升级、加大民生保
障力度、加大城市更新
力度、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等“八项重点工作”上
发力。聚焦促消费、防
风险、稳预期，压实城市
主体责任，适时调整优
化房地产市场政策，全
力支持刚需和改善性需
求，促进金融与房地产
良性循环；加快解决新
市民、青年人、农民工住
房问题，让他们进得来、

留得下、住 得 安 、能 成
业；建设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 2200 套、改造城中
村 7860 套、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 9800 套、发放
住 房 租 赁 补 贴 5.8 万
户。

此外，今年还将抓
好“新环境”项目，打造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努
力为城乡居民创造更加
优良的人居环境，开工

改造老旧小区500个，改
造农村危房3400户。改
造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
用户“阀、管”50万户，推
动 3 万家餐饮等重点燃
气用户安装报警切断装
置。城市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到43%，生活垃圾
焚烧占比90%以上，城市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超
过 70%。新建改造城市
供排水、燃气管网 1500
公里，改造供热老旧管
网800公里。

我省今年将改造城中村7860套

本报讯 孙 爽 朱 泽 龙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平整湿润
的菌田中，一株株乳白色的羊
肚菌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头
来，菌盖饱满肥厚，菌柄光滑
如玉……走进东丰县太和甜
瓜产业园区温室大棚，产业丰
收的景象跃入眼帘，令人欣喜
万分。

羊肚菌又名羊肚菜，因菌
盖形态酷似翻开的羊肚(羊
胃)而得名，是珍贵食用菌之
一，市场行情好，效益可观。
然而，羊肚菌对生长环境要求
极其严苛，如果温度、湿度管
控不好会造成菌种枯萎，甚至
绝收。

为了拓宽产业发展路径，
破解羊肚菌在北方寒冷地区
的种植难题，太和甜瓜产业园
区多次组团前往河南、山东等
地的羊肚菌种植基地考察学
习，带回了营养袋及种植技
术，还聘请河南省技术员前来
指导种植，确保羊肚菌丰产丰
收。

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园区种植5栋羊肚菌，现在
长势良好。预计产量可达
5000斤，成品将销往新疆、广
州、上海等地，产值可达20余
万元。这一项目的成功，不仅
优化了产业结构，也为当地村
民创造了大量的季节性就业
岗位，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就
业问题。

前不久，园区抓住辽源地
区冬季冰雪旅游项目方兴未
艾的契机，创新开展了羊肚菌
采摘项目，采取多视角广泛宣
传等办法，吸引各地游客前来
采摘。在菌香四溢的大棚里，
游客纷纷掏出手机拍照，体验
采摘羊肚菌的乐趣，沉浸在羊
肚菌沁人的菌香中，不一会儿
便收获满满。

据了解，园区现有棚室
287 栋，以甜瓜种植为主，并
辅以食用菌、水稻、蔬菜以及
西瓜、油桃、葡萄等水果种
植，年总产值达到 400 余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 100 余个。
目前，该园区已发展成为国家
级标准化示范园区。

羊肚菌种出好“钱”景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连日来，前郭县达里巴乡
早行动、早安排，全面做好备
耕工作。

达里巴乡紧抓粮食生产
主线，通过备肥料、修设施、
授技术等多种有效举措，为
备耕工作开好头。围绕农资
准备、蔬菜大棚生产、农用技
术培训等工作，专门作出部
署。目前，该乡化肥、农药
等农用物资储备充足，供农
户选购。同时，农机工作人
员进行逐户排查，开展农机
具 检 修 工 作 ，避 免 耽 误 农

时。
达里巴乡依托地理优

势，开展种植业调整，大力发
展棚膜经济、庭院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村民正在加紧维
修、加固育苗棚，准备育苗工
作。

该乡还组织村民开展农
业种植、农机驾驶、庭院经济
等技术培训。采用理论培训
与实践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对相关农业技术内容进行广
泛深入培训，全面提高农户
科学种植技术，为粮食丰收
打下坚实基础。

达里巴乡

“早”字当头备耕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