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省十二次党代会迎接省十二次党代会
党代表风采党代表风采

服务企业月

LIAO YUAN RI BAO 总第8523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10 E-mail:j l_lyrb@126.com

吉D微风

2022年5月 日 星期三
壬寅年四月廿五 五月初八芒种

25

本期主任编辑：张东峰 副主任编辑：冯若新 ● 本版编辑：范家郡 校对：唐海鹰 制作：范家郡 地址：辽源市文宁路33号 电话：3227814 邮编：136200 辽源地区天气预报：小雨 西南风3-4级 最高气温20℃ 最低气温9℃

中共辽源市委主管主办 辽源日报社出版 新闻热线:0437-3249118 辽源信息港http://www.0437.com

中办国办印发《乡村
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详见今日三版

不负殷殷嘱托

松辽大地，田畴万顷；黑土地
上，生机盎然。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全国两会吉林代表团审议和到吉
林视察时，作出“率先实现农业现
代化、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的重要指示。2020 年视察吉林
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国
看，吉林处于农业现代化的第一
方队，要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
兵”。

牢记嘱托、坚守使命、奋力前
行。几年来，全省上下把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启动
实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战略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立足现代
农业“三大体系”建设，大力实施
农业现代化“十大工程”，加快率
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步伐。

稳定粮食产能
守住农业基本盘
从 2013年开始，全省粮食总

产量连续 7年稳定在 700亿斤阶
段性水平。2021年，粮食总产量
跨上 800亿斤新台阶。今年我省
春耕生产更是在疫情之下再创
佳绩，截至 5月 2日，全省玉米累
计播种面积达到 3705.69 万亩，
为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奠定了基
础。

抓住粮食生产“牛鼻子”，守
牢粮食安全“米袋子”。近年来，
我省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切实发挥“三
农”压舱石作用，围绕构建“中西
部粮食安全产业带”，持续提高粮
食安全保障能力。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省
里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
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保护
工作领导小组，压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充分调动地方抓粮和农
民种粮积极性，出台加强粮食生
产措施 30条，实行产粮大县国家
和省级叠加奖补，省财政拿出5亿
元奖励前十名产粮大县。率先谋
划启动“东北平原国家粮食安全
产业带”建设，持续提高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

切实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
颁布实施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
《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确定

每年 7月 22日为吉林省黑土地保
护日，制定 10个方面 38条具体措
施。率先与中科院合作实施“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启动建设 3个
万亩核心示范基地和 30 个辐射
示范点。大力推广“梨树模式”，
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扩大到 2875
万亩，同比增长 55.2%，居全国第
一位。整体推进县扩大到 15个，
高标准示范应用基地增加到 60
个，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030万
亩。

扎实推进现代种业创新发
展。出台大力推进现代种业创新
发展意见，设立种业发展基金3亿
元，实施种质“五大提升行动”，开
展科企联合攻关，创建国家级现
代种业产业园区。加快优良品种
更新换代，新审定主要农作物品
种341个、非主要农作物新品种20
个。省内外制种基地稳定在40万
亩左右，年生产加工种子能力达
到4亿斤，能够保障主要农作物用
种需求。

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
术。优选农业主导品种115个、主
推技术49项。农作物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92%，位居全国前列。落实
省级扶持资金1亿元，支持榆树市
等前10个产粮大县开展全程机械
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机装备建
设。建设数字村 13个，上线农业
机械化智慧云平台，累计建成益
农信息社8275个。

创新经营服务机制
助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

在春耕。在吉林市昌邑区助力小
康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育苗大
棚里，传来阵阵机械轰鸣声。村
民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围
绕在水稻秧苗铺盘机旁，摆盘、播
种、覆土……育苗铺盘工作一气
呵成。

“今年合作社在代购农资的
同时，还推出新业务，为疫情不能
及时返乡的农民提供代育苗服
务。”合作社社长张旭说，通过定
期拍摄视频和照片，让委托农户
可以实时监看秧苗长势。

“我老伴去世得早，我在城里
当保姆，雇主小区是中风险区域

我无法及时返乡，家里7亩多的水
稻田育秧成了问题，这回有了合
作社帮忙可不用愁了！”桦皮厂镇
董屯村村民韦有兰说。

加快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机制，助力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出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等 4项 16条措施，促进合作社高
质量发展 8项 30条措施。建立信
用评价管理平台，将符合条件的
新型经营主体纳入金融机构贷款

“白名单”，满足贷款业务要求。
2021年以来，建设银行、邮储吉林
分行、吉林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新
增贷款88.52亿元。

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
家庭农场发展到 14.6 万户。创
建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3090
家，开展榆树、双阳、九台、公主
岭等 10个县（市、区）家庭农场首
批示范县创建试点。促进农民
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农民合作社
规范到 8.2 万户，成员总数 111.8
万人，累计培育县级以上示范社
3756个。

全面启动农村“三变”改革。
巩固拓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成果，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查，核
实资源性资产 1.6亿亩，账面资产
531.94 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
126.89亿元，非经营性资产 405.05
亿元。确定梨树县为全国农村改
革试验区申报主体，制定梨树县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改革试验方
案。

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积极培育公主岭等 11 个县（市、
区）开展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试
点，在土地托管服务模式、培育农
业生产服务组织和规范服务标准
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与中化现
代农业（吉林）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全面启动35个MAP服务中
心建设。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
面积达 3314万亩，占家庭承包面
积的 52.6%。全省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发展到 2.64万个，服务小
农户110万户。

加速三产融合
产业结构优化提升
鹿茸片、鹿胶糕、鹿肉熟食

……走进长春市双阳区鹿乡特色
小镇，琳琅满目的鹿产品让人目
不暇接。

“要想富，就养鹿；一万元，不
算富；十万元，一小步；真正富，七
位数……”这是一句双阳民间广
为流传的顺口溜。鹿乡镇因鹿而
闻名，围绕梅花鹿产业打造的特
色小镇，集养殖、加工、销售为一
体，是全国最大的鹿产品集散
地。全镇鹿只存栏 20万只，鲜茸
产量 150 吨，鹿业总产值 11.4 亿
元，一只只梅花鹿成为村民的“致
富鹿”。

近年来，我省大力发展农产
品加工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立足做活“农头工尾”

“粮头食尾”文章，坚持把依托农
业农村资源发展的二三产业留在
农村，把农业产业链延伸的增值
收益和就业创业机会留给农民，
提升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产业
支撑能力。

强化政策统筹推动。出台促
进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加快
发展政策意见，落实税费减免、用
地、用电、人才等优惠政策，将农
产品加工业企业缴纳增值税省级
分享增量部分奖补政策扩大到前
十个产粮大县。成立由省政府分
管副省长任组长，农业农村、工信
等23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农产品
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推进工作落实。

着力打造十大产业集群。以
标准化生产、精深化加工、集群化
发展为方向，重点打造玉米水稻、
杂粮杂豆、生猪、肉牛肉羊、禽蛋、
乳品、人参、梅花鹿、果蔬、林特等
十大产业集群。建立项目库，储
备重点项目 189 个，计划总投资
422亿元。

推进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
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三产融

合先导区、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等
为载体，培育农产品加工示范园
区。新评选认定德惠经济开发
区、榆树环城工业集中区等6个省
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专项资
金给予重点扶持。

突出抓好品牌建设。加快构
建具有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的农
产品品牌集群，持续做大做强吉
林大米、吉林玉米、吉林杂粮杂
豆、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黑木耳、
吉林优质畜产品、吉林梅花鹿等

“吉字号”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
持续推进吉黑、吉浙、吉皖、吉苏、
吉沪及中化集团等农业交流合
作。

宏图展望心潮涨，稳中求进争
排头。回首过去，我省“三农”工作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步
履铿锵，硕果满枝，遍野春光；展望
未来，吉林人争率先、站排头，奋力
前行，满怀希望，用实干担当奋力谱
写新时代吉林农业现代化建设华
章！

记者手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我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毫不松懈抓好
春耕生产，努力率先实现农业现
代化，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

实践证明，我省农业现代化
建设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跃升和
整体跨越，关键在于构建形成了
一整套规划统领、上下联动、集中
合力、改革创新、督导考核五个有
效机制。

今年，我省将进一步推进农
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不断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民劳
动强度；不断创新现代农业经营
模式，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
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发展，
带动农民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转自《吉林日报》）

敢当排头勇争先
——我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作纪事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在辽源，有这样一位共
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多年
来，她在城市供排水清掏一
线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
神感动着家乡人民。

从花季少女到年逾不
惑，23年来，她每天同淤泥、
污水、秽物打交道，靓丽的青
春被工装、叉裤、呼吸器所覆
盖。然而，面对有些人的不
解、鄙夷，她坦然地回答：我
是一名为城市诊病除疾的

“城市医生”。
在这个“日夜与马葫芦

为伍”的岗位上，她不仅成为
了“全国三八红旗手”，还当
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
总工会十七大代表，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
红旗手”“全国最美职工”“全
国最美家庭获得者”等多项
殊荣。

“我们经常谈理想、说奉
献、讲价值，而我和工友们平
日里讲的是如何在平凡的岗
位成就不平凡的人生，谈‘宁
可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奉
献情怀给予新时代排水工人
的精神价值。”多年来，做过
清掏工、核算员、副队长、队
长的白玉晶，对“奉献”二字
有着特殊的理解和情怀。

在白玉晶的脸上，你看

到的是阳光、坚毅、果敢的自
信。然而，仅仅从思想上接
受了自己的工作就能够成为
一名合格、称职的排水工人
吗？这还需要跨越体能、精
神、胆量等多重障碍。

受环境、条件限制，清掏
雨水井大多仍需靠双手挖捧
清掏作业。在第一次清淘检
查井的时候，白玉晶穿上胶
质连体清淘服下到污水齐腰
深的井底，严严实实的风帽
捂得人近乎窒息。也恰恰在
这时，她与从小就最害怕见
到的老鼠、癞蛤蟆、死猫狗等
不期而遇，她声嘶力竭地尖
叫，全身犹如筛糠一般抖个
不停，她很想大声哭出来，可
又怕丢人，只能别过脸去把
泪水和汗水一道吞进肚子
里。最让她头疼的工作是清
掏管路。排水管路内高 1.2
米，两个检查井间距30米，穿
着厚重的清淘服在堆满沉淀
物的管路里爬行30米都异常

艰难，何况还要来回推动盛
满沉淀物的土篮子。一段管
路清淘完毕，队友们用绳子
把白玉晶“拉回人间”的时
候，她整个人瘫软在地。那
会儿，老同志们都夸：“这丫
头干活实诚，是块干排水的
料。”

时光如梭，白玉晶在排
水岗位已经干了 23 个年头
了。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但她仍每天在岗、爱岗，时刻
对工作保持敬畏之心。每一
次排水作业都是一次“战
斗”，全市 200多公里排水管
线、10000多座排水井、500条
明沟暗渠、12座沙仓等就是
白玉晶的“战场”。她带领工
友们背着 30 斤重的循环呼
吸器，肩上扛着记录仪，脖子
上挂着手电筒，手里拿着气
体检测仪，从 5 米高的地面
下到渠内，4 个小时艰难

“钻”行一公里的盖板渠……
在清淤现场，她和工友们踩

着没膝深的淤泥、粪便、杂物
组合成的沉淀物，用钩子挠、
用铁锹铲、徒手扒，施展浑身
解数疏通排水口，很多时候，
劳动强度甚至超过了装卸
工、建筑工、翻砂工等。但即
便是再脏臭、再苦累，白玉晶
和工友们每天依然乐观豁
达、积极坚守在清掏工作一
线。

每有急、难、险、重的工
作，白玉晶都以有着 23年清
淘、疏通、维护经验的“老排
水人”身份率先垂范。为防
止排水井内沉积的沼气将人
毒晕、致死以及其它安全事
故发生，白玉晶积极把实践
中摸索到的经验分享给大
家，确保安全作业。她带领
的团队先后获得全国、省、市
授予的“先进女职工集体”

“巾帼文明岗”“五一劳动奖
状”“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
称号。

参加党的十九大归来

后，白玉晶担起十九大精神
宣讲员的责任。她多次在宣
讲中说：“一名排水女工当选
为党代表，这就是伟大的党、
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对
排水工人的最高礼敬，足以
证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
更多、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更
加坚定了我们把热爱之光、
奉献之芒献给家乡排水事业
的信心。”

抗“疫”期间，白玉晶带领
工友在冰雪初融、春寒料峭的
时节，对仙人河、东辽河黑臭
水体整治工程井位进行验
收。在直径8米、井深10多米

的井位，她带领队员逐个井
钻、逐根管爬。她在管道里一
边爬行一边给工友鼓劲：“我
们在这里完成‘战斗’，也是对

‘战疫’逆行者们最大的支
援。”

“我要把新时代的模范精
神传播到辽源的每一个角
落。城市排水管网被称为‘城
市良心’，作为‘城市良心’的
守护者，我感到很光荣，也会
竭尽全力干好它。”因为每天
与下水井打交道，无论春夏秋
冬，白玉晶总穿着一身特别耐
脏的迷彩服。阳光下，这身迷
彩很耀眼……

了不起的“城市医生”
——记省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辽源水务集团供排水维护服务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 白玉晶

本报记者 张莹莹

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是在全面建设现代化新
辽源历史征程中召开的一次
重要会议，是辽源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推进服务业提
档升级的强大动力，体现了
市委、市政府抓好服务业发
展的战略眼光、使命担当和
务实作风。5月 21日，东辽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飞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辽县
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明确目标、自加压力、
广开思路、补齐短板，全力推
动东辽县服务业发展提速、
质量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
展赋能添彩。

就如何贯彻落实全市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
加快推动东辽县服务业创新
发展，王飞说，下一步，东辽
县将坚持项目带动、业态融
合、科技支撑，着力发展五大
重点产业。一要加快推动科
技研发产业发展。对县重点
企业中具有自主研发基础
的，东辽县将加强政策扶持、
壮大研发团队、促进平台升
级，推动生产和研发剥离，支
持工业企业由加工制造环节
向研发设计端拓展延伸。二
要加快推动物流产业发展。
发挥重点企业、规模企业等
配套流通优势，鼓励生产和
物流分离，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和产品流动能力，培育发
展现代物流、交通运输、仓储配送等生产性服务业经济实
体。三要加快推动商贸旅游产业发展。推进高端商贸综合
体和全域旅游项目建设，着力丰富业态、提升品质、塑造品
牌，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逐步向产业结构更
优、特色产业更强、发展能级更高的方向迭代升级。四要加
快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中国蛋谷”大数据平台，加
强与国内知名电商密切合作，开发农产品种养、销售智能管
理软件，着力建成覆盖全国的蛋品网上交易载体，实现农业
与互联网、物联网对接，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五要加快推动
社区服务业发展。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多元化市场需求，鼓励扶持与居民息息相关的家政、体检、
劳务派遣等服务产业，为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保障。

王飞表示，东辽县将精准发力、挖潜育新、延链升级、两
业融合，推动全县服务业突破性发展，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东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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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茵）为
全力推进稳就业、促就业工
作，助企纾困，今年以来，市
社保局多管齐下落实援企
稳岗政策。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全方位宣传失业保险援企
稳岗政策，依托线上线下方
式开展政策宣传，特别是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零
售、旅游、公路等行业市场
主体“点对点”推送宣讲，不
断扩大援企惠企政策知晓
度，为广大市场主体增信
心、稳预期。扩大稳岗返还
范围。严格落实政策，进一
步扩大享受稳岗补贴范
围。其中，大型企业返还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 30%，中小微企业返还

90%，扩大覆盖面。今年同
比去年首批返还企业增加
540 家。加快审核发放进
度。采取“免申即享”不见
面服务模式，加快与各部门
联审速度，通过部门数据比
对筛选符合条件企业，企业
全程“免申报、零材料、零跑
腿”，稳岗资金直达企业账
户。

目前，全市首批 731家
企业已进行公示，涉及稳岗
返还资金 751.02万元，惠及
职工19073人。

市社保局

启动“稳岗返还”工作
全力助企纾困稳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