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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鹭 邱国强 报道
11月27日，吉林省妇女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在长春开幕。省委书记黄
强，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
晓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副书
记、省长胡玉亭，省政协主席朱国贤
出席。

黄强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大会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
省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者致以诚挚
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吉林妇
女事业发展的全国妇联和社会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
去五年我省妇女工作取得的成绩
后，黄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围绕妇女工作发表一系
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为妇女事业和妇联工
作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
大力量。全省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
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握时代发
展机遇，投身全面振兴实践，在新征
程上谱写“半边天”更加绚丽华章。
一要在坚定信仰信念中激扬巾帼之
志，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
幸福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更加紧
密结合起来，让巾帼梦想与家国情
怀同频共振。二要在吉林全面振兴
中汇聚巾帼之力，聚焦维护国家“五
大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乡村
振兴等领域，充分施展才华，作出更

大贡献。三要在深入学习实践中提
升巾帼之能，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
新领域、开拓新视野、磨砺新本领，
争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
代女性。四要在追求文明风尚中尽
显巾帼之美，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重视好家教、涵养好家
风，引领文明新风吹遍白山松水、沁
润千家万户。

黄强强调，全省各级妇联组织
要牢牢把握妇女事业的政治属性和
妇联组织的政治定位，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筑牢广大妇女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念基石。把联系和服务
广大妇女作为妇联工作生命线，依

法依规为妇女全面发展营造环境、
扫清障碍、创造条件。纵深推进妇
联改革，推动工作提质增效。树立
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更好履行职能、
发挥作用。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和
改进对妇女工作和妇联工作的领
导，高度重视妇联干部队伍建设，努
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妇女地位、关
心妇女事业、支持妇女发展的浓厚
氛围。

张晓兰代表全国妇联，向一直
以来重视、关心、支持妇女事业和妇
联工作的吉林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
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吉林
省各级妇联组织始终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筑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主

动服务中心大局，组织动员广大妇
女为建设现代化新吉林贡献巾帼力
量；扎实做好家庭工作，更好发挥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
用；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办好妇女儿
童和家庭可感可及的实事；深化妇
联改革和建设，更加有效发挥党联
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省领导吴海英、蔡东、李伟、史
文斌、曹路宝、王秋实、席栓柱、高广
滨、郝国昆、杨安娣、李悦，省级老同
志李慧珍、任凤霞，省直有关部门和
企业高校负责同志，省妇女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省
总工会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致
辞。省妇联主要负责同志作工作报
告。

吉林省妇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

把握时代发展机遇 投身全面振兴实践
在新征程上谱写“半边天”更加绚丽华章

黄强张晓兰讲话 胡玉亭朱国贤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近
日，在 2024 年全省农作物高产品种
竞赛活动中，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自主选育的通育271、通禾8501两个
水稻品种在田间鉴评、真实性检测、
转基因测定、现场测产等多个环节
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两个
亩产超过 750 公斤并获奖的水稻品
种，位列水稻组第一、第二名，并获
得了二等奖。

通育 271 作为 2024 年吉林省水
稻主导品种，丰产性好，田间长势优，
抗病性强，适宜在黑龙江省第一积温
带上限、吉林省中熟稻区、辽宁省东

北部、宁夏引黄灌区以及内蒙古赤峰
地区种植。在本次高产竞赛中采用
传统模式种植，在梅河口市杏岭镇
义 民 村 实 测 每 亩 单 产 达 771.9 公
斤。

通禾8501作为2024年吉林省水
稻主导品种、吉林省水稻苗头型品
种，吉林省产业体系和协同推广项目
示范推广品种，丰产性很好，田间长
势优，抗病性强，适宜吉林省中晚熟
稻区种植。在本次高产竞赛中采用
侧深施肥和稻田养蟹技术种植，在德
惠市菜园子镇大泡秀村实测每亩单
产达766.12公斤。

通化市农科院两个水稻品种获奖

本报讯 王锐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在推动林下山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柳河县
有效利用现代科技，开展电子
围栏安装、赋码溯源、“专管员”
队伍打造等工作，切实保护参
农合法权益，营造良好投资发
展环境，推动林下山参产业向
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迈进。

实现林下山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先进科
技。因此，柳河县将电子围栏
技术引入林下山参基地，通过
安装信号传输设备，将报警信
号传至后端控制中心，实现对
参地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控，有
效防止野生动物和盗窃者的侵

扰，并通过实时监测和数据分
析功能，为参农提供精准的生
长环境数据。目前，电子围栏
建设工作正加快推进，将覆盖
林下山参基地 21 块、2.3 万亩，
预计年底完工。完工后，全县
林下山参基地电子围栏覆盖率
将达到 40%以上，参龄 15 年以
上、面积200亩以上林下山参基
地将实现全覆盖。电子围栏建
成后，将形成一道道无形的防线，
助力参农和企业节本增效。

打造林下山参溯源体系。
开展林下山参赋码溯源工作，
积极推进林下山参从种植到加
工、到产品全过程可追溯源。
目前，已完成1.4万亩林下山参

地块采样工作，建立了林下山
参生长环境数据库。全县参龄
15年以上、面积200亩以上林下
山参基地采样率达到100%，10
至15年林下山参基地做到应采
尽采，为赋码溯源工作提供基
础数据支撑。

建立“专管员”队伍。制定
实施参地“专管员”制度，落实
三级包保机制，通过常态化走
访、建立对接台账、完善“涉参
底数台账、参农对接台账、参场
巡查台账”等举措，实现对参
地、林场、加工点、销售点的全
方位保护，为林下山参生产、加
工、销售全链条生产经营活动
保驾护航。

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建设

柳河科技赋能林下山参产业

为进一步推动人参产业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近日，抚松县人参产

业中心联合吉林农业大学举办人参种植技术培训班。

南听雨 刘敬贤 记者 郭小宇/摄

本报讯 张志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汪
清县自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
来，认真贯彻文物工作要求，切实增强文
物普查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第
四次文物普查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复
查三普不可移动文物116处，完成率59%。

县文物管理所普查队进行外业核查
工作中，将采集到的文物标本尺寸、形制、
单体等进行详细记录，使用无人机记录大
量高清影像，结合卫星地图核准位置图、
平面图。此外，普查队还通过与当地群众
沟通交流，深度了解文物历史信息，挖掘
提炼文物价值，确保普查工作更加科学、
高效、精准。

普查队利用无人机、RTK 定位器等
仪器，对文物点开展拍照、登记、采集信
息、数据导入等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并针
对普查对象名称、空间位置、保护级别、文
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状况
等进行数据采集指导，确保普查结果全面
客观反映文物的保存状况，摸清文物资源

“家底”。
县文广旅局将加大新发现文物的调

查力度，积极走访调查、寻找新线索，确保
普查质量。同时，广泛开展宣传，积极提
升群众知晓度和社会满意度，营造浓厚的
社会氛围，推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整体稳步前进。

汪清扎实做好文物普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