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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照明 记者 侯
春强 报道 近年来，伊通县
牢固树立大农业观，聚焦创
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以服务城市、繁荣农村、
提升农业和富裕农民为目
标，依托资源和地域优势，
紧扣市场需求，突出做好

“三篇文章”，在持续做优休
闲特色农业上积极探索新
路径、开辟新赛道。2023年
全县休闲农业综合收入达
到 4.72 亿元,游客接待量达
127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8.3%、5.7%。

多点开花，催生乡村旅
游新业态。坚持以农业产
业为基、自然风光为韵、旅
游休闲为形，依托颐乐谷乡
村旅游度假景区、世外桃源
生态旅游基地、铠绎大樱桃
采摘基地、欢欣岭悦如山水
运动公园、火山温泉松斓初
景康养等重点项目建设，精
准把握回应旅游市场需求，
大力发展休闲度假、农业观
光、生态采摘等乡村旅游新
业态，促进农业与旅游、教
育、康养、文化等融合发展，
着力打造一批经营特色化、

管理规范化、服务标准化的
农业休闲文旅产业，提升了
乡村多元价值。目前，累计
创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星级企业14家、休闲旅游精
品线路 6 条、农家乐 73 家、
民俗文化村 1 个，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从业人数达到
7000人，其中带动农民就业
5700人。

多元发展，开创三产融
合新局面。在载体打造上
下功夫，建成特种果品、黄
牛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
个，百合、榛子、中药材、水
稻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4
个，听山农业创业产业园成
功申报省级“菜篮子”生产
保障基地；申报省级示范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6个，“平地
生香”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授权使用区域14家；确立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
示范项目40个，伊通镇五四
村被评为省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省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累计达到 12 个。
在项目支撑上精心布局，建
成黄牛现代农业产业园、农
产品精深加工科技产业园

等一批三产融合项目，力争
3年内将园区打造成种植养
殖标准化、旅游观光农业特
色化、三产融合品牌化的国
家级现代化示范园区。在
动力转换上做好文章，培育

“农业+”新业态，桃花源温
泉度假民宿、烧鸽子基地等
促进农业与旅游、教育、康
养、文化深度融合的项目加
快推进，为产业发展注入新
动力。

多措并举，提升伊通品
牌知名度。坚持线上线下
同时发力，由第一书记、劳
模等群体，通过抖音、微信
视频公众号等平台进行线
上宣传推介，组织开展“烧
烤美食文化节”“满族文化
旅游季”“农民丰收节”“大
樱桃采摘节”“大榛子采摘
节”等系列节庆活动，全方
位、多角度把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资源推向市场，既增
加人气，也带动伊通大米、
伊通烧鸽子、玉竹源鲜花
饼、秀绿山也大果榛子等本
地农产品品牌市场价值提
升，充分展示伊通休闲特色
农业的独特魅力。

突出做好“三篇文章”

伊通探索休闲特色农业新路径

本报讯 祖维晨 报道 我省
聚焦居家老年人助餐刚需，多
措并举推进老年助餐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截至 2023 年 12 月
底，全省累计建成社区老年食
堂549个，累计服务老年人564
万人次，受到老年人普遍欢迎
和广泛好评。

坚持高位推动，强化老年
助餐服务政策支撑。2023 年，
省委省政府将社区老年食堂建
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列入省
委省政府重要文件、列入省政
府为老年人办实事清单高位推
动。省民政厅陆续出台《吉林
省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标准》《吉林省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等文件，对老年助餐工作提
出具体推进举措。

加强资源统筹，多渠道增
加老年助餐服务设施。省民政
厅会同省财政厅安排 5427 万
元，通过“四个一批”方式，积极
推进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建设。
按照“试点先行、全面铺开”工
作思路，2022 年在长春市南关
区、通化市、延吉市开展社区老
年食堂建设试点，建成社区老
年食堂15个；各地利用住宅小
区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以及公
有闲置用房等资源，通过新建
改造，建成社区老年食堂 200
个；各地充分利用综合嵌入式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及
具备条件的养老机构、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农村养老大院等
资源，通过完善拓展助餐功能，
建成社区老年食堂168个；指导
长春、四平、松原等地，遴选质
量有保障、价格大众化、环境整
洁，且愿意为老年人提供优惠
的社会餐饮企业挂牌合作，开
辟老年人用餐专区，开设老年
人助餐窗口，为老年人提供助
餐服务。目前，全省建有社会
合作老年食堂166个。

聚焦可持续发展，探索社
区老年食堂三种服务模式。公
建民营模式，即：老年助餐场所
由基层政府或街道、社区负责
提供，装修、设施设备购置等所
需费用主要由省里补贴，建成
后交给专业第三方机构运营，

并允许其向社会开放，以获取
微利持续运营。全省采取此模
式运营的老年食堂 355 个。民
建公助模式，即：无法提供老年
助餐场所的地方，采取与社会
餐饮企业合作方式，为老年人
提供优惠助餐服务。年末，根
据老年人就餐人次等因素，给
予该企业一定补助。全省采取
此模式运营的老年食堂 166
个。邻里互助模式，此种模式
主要在农村地区，依托农村养
老大院开办老年食堂、设立“中
心户”多户搭伙、结对帮扶、邻
里互助等形式，为农村老年人
提供助餐服务。目前全省采取
此模式设立的老年食堂（助餐
点）有28个。

截至2023年底，全省累计建成社区老年食堂549个，累计服务老年人564

万人次——

我省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

创业村关工委副主任林海

江自办农家书屋，组织青少

年利用寒暑假开展阅读活

动，培养孩子们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好习惯。图

为村关工委聘请的书屋辅

导员假期辅导学生读书。

陈宝林/摄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为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近年来，梨树县发力“中水回
用”，通过打通水循环、扮靓水景观、
升级水经济，持续开创河湖治理新
局面。

招苏台河是辽河左岸一级支
流，流经梨树县 6 个乡镇和 2 个街
道。梨树县以河湖长制工作为契
机，在招苏台河流域建设了 2 座污
水处理厂和 3 座污水处理站，设置
了63名河道保洁员，通过建设生态
保护带等多种举措，推动标本兼
治。通过高站位构建水污染防治体
系，高标准推进水污染防治项目，梨
树县先后完成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建设及中水回用工程，结束了沿河
乡镇污水直接入河的历史，解决了
乡镇生活污水直排造成的水环境污
染问题。同时，建成“户分类、村收
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系统，使招苏台河水体自净
能力得到提升，流域水环境获得进
一步改善。

梨树县西湖湿地公园，原名叫
老爷庙大坑，是一个死水坑，严重影
响周边环境和百姓生活。为解决河
流水质，改善辽河流域水环境，梨树
县启动西湖湿地公园建设项目，水
源来自中水回用，如今西湖已经变
成一处环境优美的“网红打卡地”。
梨树南河是梨树县重要的湿地资
源，无径流时直接影响招苏台河水质改善。为治理
南河上游，改善周边环境，2022年，启动梨树南河
公园建设项目，利用“中水回用”实现补水，如今这
里已成为以防洪治理为主，集“环保、体育、旅游”为
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目前，梨树县建有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1座、
日处理能力2.45万立方米，乡镇建成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16座，每天处理能力达到3.2万立方米。
通过“中水回用”，“污水”变成“活水”，靓了水生态，
活了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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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建华 记者 隋
二龙 报道 日前，辉南县石
道河镇党委、镇政府为体现
对女同胞的特别关爱，在第
114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来
临之际，联合石道河镇妇女
联合会、石道河镇计生协、
石道河镇文化站举办以“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为主题
的庆祝活动，普及女性健康
知识，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
生活。

活动紧紧围绕石道河
镇党委、镇政府中心工作，
积极宣传、广泛动员，团结
引领妇女群众参与到乡村
振兴中来，充分发挥她们专
业特长能力，为乡村振兴贡
献巾帼力量。活动还穿插
了歌曲、舞蹈、游戏等文艺
活动，大家积极参与，现场
气氛热烈。

据了解，此次活动约70
余名女机关干部、女村党支

部书记、村妇联主席参加，
不仅丰富了基层女干部的
业余生活，缓解了紧张繁
忙的工作压力，更重要的
是促进了友谊，加深了感
情，使女干部充分感受到
了 节 日 带 给 她 们 的 喜 悦
和快乐，在增强镇村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的同时，最
大 限 度 地 提 高 了 基 层 女
干 部 的 生 活 质 量 和 幸 福
感。

石道河镇组织开展
“三八”国际妇女节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