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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吉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今日8版

洮南市福顺镇位于洮儿河岸边，近年

来生态环境向好，吸引鸟类在此越冬。今

年，几千只赤麻鸭、绿头鸭活跃在未封冻

处，形成了冰天雪地中观赏多种野生鸟类

的美景。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记者 黄鹭 报道 1 月 10
日，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
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 1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研究我
省贯彻落实举措；讨论拟提请省十
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
作报告（讨论稿）》等文件，研究2025
年全省民生实事有关安排，审议通
过《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
省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定日
县发生地震后，习近平总书记立即
作出重要指示，调集力量前往救援，
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深厚情怀。日喀则是我省对口支援

地区，要持续关注灾情变化和救灾
进展，在资金物资、救援力量等方面
做足充分准备，尽最大努力提供帮
助支持。同时，我省各级干部要树
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牢记“防胜
于救”，全面提升地震灾害综合防御
能力。加强地震监测预报预警，完
善应急预案体系、指挥体系、保障体
系、基层工作体系，强化应急演练。
春节将近，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四方
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深
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和社会矛
盾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
和极端事件发生。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
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宣传部长
会议部署要求，确保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着
力提高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水平，
着眼强信心、稳预期，进一步加强正
面宣传，坚定唱响吉林经济光明
论。抓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围绕

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精心办好吉
林省近现代史展陈，加快各类博物
馆纪念馆建设，充分彰显吉林特色、
反映吉林历史贡献。深化文化体制
机制改革，塑造文化发展新动能。
持续提高全社会文明水平，以良好
社会风气、道德风尚滋养人心，最大
限度凝聚向上向善精神力量。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老干部
工作，热情周到做好服务保障，切实
做到政治上尊重、生活上关心。善
于倾听老同志老干部意见建议，动
员他们发挥经验优势、积极献计出
力。加强离退休干部队伍思想政治
建设，引导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
褪色。

会议强调，要紧扣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认真起草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等
文件。立足实际、着眼长远，扎实做
好“十五五”规划谋划工作，一张蓝
图绘到底，切实把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
过程。突出保基本、保战略、保重
点，科学编制年度预算。严肃财经
纪律、严控“三公”经费、严管“跑冒
滴漏”、严格刚性预算、严格项目管
理和绩效管理，真正让每一分钱都
发挥最大效益。

会议指出，办好民生实事，关系
群众切身福祉，关系政府信誉形象，
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必
须全力抓好落实，坚决兑现承诺。
要统筹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
行”，健全与发展水平、财力水平相
匹配的民生保障机制。统筹好“投
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既要重视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改造等方面
投入，更要加大就业、教育、医疗、养
老等保障力度。统筹好民生和发
展，谋划推出更多一举多得的好项
目，既贴近群众、改善民生，又拉动
投资、促进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吉林“三农”
工作。严格执行乡村振兴责任制，
继续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以严督
实考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聚
焦重点改革任务，小切口破题、大纵
深发力，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确保
农村改革顺利推进。持续加大投入
保障力度，充分体现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要求。加强“三农”战线作风建
设，让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真抓实
干成为干部自觉。聚焦农村“三资”
管理、涉农补贴发放、低保办理、黑
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
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让蝇贪蚁腐无处遁形。
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
好基层党组织“第一哨”作用，推动
农村干部深入一线、做细工作，及早
发现苗头隐患，确保矛盾风险化解
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

黄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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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近日，第五
届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中国赛区总决赛在
上海举行，梅河口市被评为“2024 年度全国
优秀食味产区”，再次为“吉林大米”品牌增
添了光彩。

梅河口市位于“世界白金水稻带”中心
位置，是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的“中国皇
粮御米之乡”，清代顺治年间，这里被划定为

“盛京围场”，经过200多年的“封禁”，成就了
“天蓝木秀，土沃水清”的生态环境，为水稻
种植创造了优渥条件，再加上当地农民精耕
细作，所产稻米被钦定为“皇粮御米”。 而

今，经过几代人的精心培育，梅河大米已拥
有“第十一届亚运会特需食品”“国家级绿色
食品”“中国名牌”等殊荣。

发挥品牌优势，助力产业振兴。为了让
品牌变为效益，推动产业振兴，梅河口市粮
食部门持续发力，加大品牌建设力度。聘请
北方著名水稻栽培专家为粮食企业、农民合
作社和新型经营主体授课，帮助他们通过科
学化种植、规范化管理，提升稻米产品附加
值；常态化开展“梅河大米”品牌展销推介活
动，每年都组织企业、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
参加在浙江、福州、川渝等地举办的粮食展

销洽谈活动，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积极协
调上级部门，为企业、种植大户安装“吉林大
米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水稻田间监控系
统……经过持续不断推介宣传，“梅河大米”
畅销全国。随着品牌价值的跃升，每到水稻
收获时节，来自各地的粮商、经纪人蜂拥而
至，前来收购“皇粮御米”，梅河大米由过
去的“卖不出”变成现在的“不够卖”，彻底
解决了种植户的卖粮难题。

据了解，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是全球大
米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赛事，被誉为“大米界
的奥运会”。2020年，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

走进中国，截至目前已举办五届中国赛区总
决赛，通过对标国际标准，为各地大米生产
者提供竞技和展示的舞台，挖掘中国优质高
端大米产品和品牌，促进中国大米高水平种
植、加工和生产交流。本届大赛中，全国23
个省份、134 个小产区，共 1950 份米样参
与。通过运用先进的食味计、整粒仪、水
分仪对大米进行专业检测，将大米好吃程
度量化成标准及数据，同时组织近百名专
家现场品鉴票选。通过检测、票选，梅河
口市被评为“2024 年度全国优秀食味产
区”。

在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中国赛区总决赛胜出

梅河口市荣获“全国优秀食味产区”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