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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摆在首位，当好国家粮
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吉
林的首要担当。

9月 7日，在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部署大国

“粮”策，指出要以发展现代
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牢记殷殷嘱托，坚持主
攻方向不动摇，坚决扛稳扛
牢首要担当。近年来，全省
上下真抓实干做好新发展阶
段“三农”工作，围绕“争当现
代农业建设排头兵”，重拳出
台支持粮食生产、保护黑土
粮仓、现代种业振兴等政策
措施，启动推进“双千一万”
标志性重大工程，率先迈出
农业强省建设步伐。

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奋斗
场景、一曲曲笃定从容的发
展旋律，一份份沉甸厚重的

“优粮”答卷，谱写了新时代
吉林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绚丽华章。

全力以赴保粮安 筑牢
稳产保供“压舱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
在首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
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靠得
住。加大投入，率先把基本
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步
扩大黑土地保护实施范围，
配套实施河湖连通、大型灌
区续建改造工程，实施种业
振兴行动，建设适宜耕作、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
良田。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
焉。作为粮食大省，我省人
均粮食占有量、商品率、调出
量多年保持全国前列，粮食
播种面积实现“十九连增”，

连续两年粮食产量超过 800
亿斤，单产提高到粮食主产
省第一位，以占全国 2%的国
土面积贡献了 5.92%的粮食
产量。

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
重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我省深入实施

“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兴水利、护黑土、育良种、
强科技，不断巩固提升粮食
综合产能。

加强良田建设。打响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全省
推广“梨树模式”等保护性
耕作面积 3300 万亩，5 年增
长 5 倍，稳居全国第一位。
启动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
综合利用工程。建成高标准
农田 4678.5 万亩，占永久基
本农田 50%以上，创建示范
区 15万亩，开展工程化试点
30.5 万亩，撬动社会资本参
与建设。

全面振兴良种。组建作
物育种联盟，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和突破性新品种选
育。创建长春国家农高区现
代种业产业园，主要农作物
良种普及率保持 100%，对粮
食增产贡献率达到 45% 。
2020年以来通过国审、省审
粮食作物新品种 1191个，玉
米、水稻、大豆自育品种生产
应用率分别达到 60%、98%、
50%。

良机配套更新。在技术
革新上，卫星导航、农情监
测、数据管地，大力推进农业
机械化、智能化，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
点。拖拉机保有量达到 131
万台，大中型拖拉机达到
41.7万台，水稻插秧机、免耕
播种机、玉米联合收割机等
新型机具达到27.7万台。

大力推广良法。每年发
布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
术，今年分别发布 105 个和
69项。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

测土施肥、绿色防控、飞防作
业全覆盖，水肥一体化应用
面积不断扩大，防灾减灾能
力显著增强。在 30 个县
（市）开展“农科教+产学研”
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试
点，16个县建立农技推广服
务创新驿站试点，推广重大
实用技术 25项。

发展智慧农业。推动
“靠天吃饭”向“知天而作”转
变，搭建“吉农云”平台，“吉
农码”注册人数达 50 万人。
建设标准数字乡村350个，认
定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34个。
创建益农信息社 8358个，覆
盖行政村 88.5%以上。构建
省级以上“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 10个，
其中国家级6个。

此外，加快推进“大水
网”“河湖联通”骨干水利工
程建设，推动大中型灌区配
套改造，以“两横四纵”守护
粮食丰产水利“命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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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行大食物观 打造农
业大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践
行大食物观，合理开发利用
东北各类资源，积极发展现
代生态养殖，形成粮经饲统
筹、农林牧渔多业并举的产
业体系，把农业建成大产业。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特
产。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地
处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带，
坐拥享誉世界的黑土带核心
区，山水林田湖草资源丰富，
是全国的“大粮仓”“大肉
库”。人参产量占全国 60%、
世界 40%，梅花鹿养殖总量
占全国 70%以上，鹿茸产量、
桑黄栽培量居全国第一位，
黑木耳栽培规模、产量均居
全国第二位，中药材、杂粮
杂豆、林蛙等农特产品种类

繁多，是百姓的“中央厨
房”。

今年，一季度我省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增速稳中加
快，实现总产值 397.02亿元，
同比增长 6.6％，增速高于上
年同期 3.4 个百分点。分产
业看，畜牧业产值 375.76 亿
元，同比增长6.7％，占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比重为94.6％；林
业产值 8.44 亿元，同比增长
6.3％；农业（种植业）产值
7.10 亿元，同比增长 3.7％；
渔业产值 2.32 亿元，同比增
长 6.8％。

作为农业增长最为迅速
的畜牧业，今年我省强势推
进“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在肉牛总量规模、
质量标准、种源建设等方面，
更上一层楼，各地围绕肉牛
种业创新、良种繁育体系建
设、新建规模化养殖产业园
区，再到区域配套设施建设，
全产业链项目建设风生水
起。全省肉牛饲养量达到
650万头，新增屠宰加工产能
100万头，“皓月当空”“黄牛
遍地”的美好蓝图正在实
现。

牢固树立大食物观，持
续提升“菜篮子”稳产保供能
力。目前，全省设施园艺面
积达到 75万亩，稻渔综合种
养面积发展到 92万亩，黑木
耳栽培规模 28亿袋，产量近
全国四分之一。

为守护和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让老百姓
吃上健康、安全、放心的优质
农产品，我省创建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 81个、企业品牌
246个、产品品牌 345个，“吉
字号”品牌唱响全国。

延链拓链强链 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
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
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从“小特色”到“大产
业”，由“平面分布”转型为

“集群发展”。聚力打造万亿
级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和食品
细加工产业，做活“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

增值大文章，我省积极推进
“十大产业集群”建设，打造
玉米水稻、肉牛肉羊等千亿
级产业，人参、梅花鹿等一批
百亿级产业，农产品加工产
值突破3300亿元。

立足粮食产量足、畜禽
品质好和特产种类多的资源
优势，我省加快推动“吉系”
预制菜产业建设，年产值达
55亿元 。“人参江米鸡”“酸
菜扣肉”等预制菜产品陆续
投入市场，皓月集团推出的
笋烧牛杂锅、咖喱牛肉锅，桦
甸金牛自行研发出的香辣肉
串、黑胡椒牛排、小炒黄牛肉
等预制菜产品深受市场青
睐，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和
广阔市场前景。

如今，现代农业产业串
珠成线、连块成带、集群成
链，汇聚起建设国家“粮仓肉
库”、百姓“中央厨房”的磅礴
力量。截至目前，全省省级
以上龙头企业 657 户、国家
级龙头企业 67 户。玉米深
加工变性淀粉、赖氨酸、化工
醇、食用酒精等产量稳居全
国首位。

为把增值收益留在乡
村、留给农民，我省坚持把增
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
的中心任务，深入实施乡村
旅游十百千万工程，打造国
际级示范县 4 个、重点村镇
45个，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5个、现代农业产业
园 8个、产业强镇 38个，推动
乡村产业园区化、规模化、全
链条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
连续 3年增速超过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年达
到18314元，梅河口农民收入
最高达到19841元。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以习
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省委、省政
府将带领全省上下，以更大
的决心、更实的举措，主攻发
展现代化大农业，当好国家
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奋
力书写供给保障强、产业支
撑强、科技创新强的农业强
省建设新篇章，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贡献吉林力量！

（转自《吉林日报》）

主 攻 发 展 现 代 化 大 农 业
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吉林从农业大
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定向领航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数字乡村战略是当下党
和政府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
重要一环。近年来，东丰县
按照“信任尊重、团结引导、
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工作要
求，围绕网络赋能乡村振兴
做文章，逐“赋”而行、助“振”
而为，积极引导广大网络人
士在新时代发展大潮中砥砺
奋斗、勇担使命，走出了一条
网络人士助推发展的统战工
作新路子。

以健“体系”为切入点，
打造助力乡村振兴新格局

突出强化顶层设计，坚
持党委统筹、高位推动，围
绕乡村振兴谋篇布局、精准
发力，推动网络人士统战工
作走深走实。一方面既要强
化党建引领，通过成立互联
网行业党委，依托数字平台
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多样化的主题教育活
动，引导全县网络人士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营造同
学习、同活动、同成长的良
好氛围，着力加强对网络人
士的政治引领，增进思想共
识，真正将各界网络人士凝
聚起来，不断筑牢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同时，着力健全
工作机制，将网络人士统战

工作作为县委统战工作的重
要考量、意识形态工作的重
要内容、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的重要支撑，建立起多部门
联动互补、全社会积极参与
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大格
局。

以强“队伍”为着力点，
凝聚助力乡村振兴新力量

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人才
队伍，是乡村振兴取得成功
的不二法宝，而人才队伍的
建设首先就是要挖掘骨干。
重点挖掘培育一批积极性
高、活跃度强、善于发声的
网络人士作为骨干列入重点
培养名单，并倾力打造了皇
家鹿苑创业园实践创新基地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网络
宣传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同
心阵地，为网络人士群体成
长壮大创造了良好发展环
境。同时，人才队伍的建设
不光要挖掘骨干更要培育人
才，东丰县积极推动实施

“数商兴农、产业兴旺”网络
人才培育工程，深度激活乡
村振兴的“人才引擎”。一
方面通过电商协会与实践创
新基地的建设为本土的网络
人士提供一个创新创业、助
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舞台；另
一方面也在具体的技能提升

上想办法，定期开展网络技
能实操培训帮助网络人士提
升网络能力。此外，还注重
加大乡土网红培育力度，打
造了一批包括袁洪涛、付盛
等企业负责人、农民、店主、
专技人员和媒体主持人等可
为东丰代言、具有东丰特色
标签的草根网红达人，扩大
了东丰农产品知名度和影响
力，有力推进了网红电商与
乡村振兴更好更快地融合发
展。

以抓“赋能”为发力点，
畅通助力乡村振兴新渠道

坚持将“资源优势”转变
为“发展优势”，在促进多元
力量整合、多种模式用力上
下功夫，积极拓宽网络赋能
乡村振兴路径。通过整合平
台载体全方位多角度的支持

“三农”题材网络文化优质
内容创作，依托本地乡村特
色、风土人情、文化习惯等
打造符合居民文化习惯的优
质内容。据了解，东丰县先
后在沙河镇、横道河镇举办
了“大美东丰·幸福沙河”等
大型文艺演出和线上线下农
产品热销等活动，观看演出
群众达 2.7万余人次，产品销
售额达 200 余万元。同时，
积极整合了“供销 E 家”、东

丰县鹿丰源公司、大阳农光
旅互补生态园、梅花鹿产业
创投园等 12 家直播上下游
企业，通过运营公司推介和
运作，大力招引网红和直播
相关资源，引入本地各类短
视频、文创自媒体及电子商
务运营等相关企业进行合
作，把皇家鹿苑创业园实践
创新基地打造成为产业与企
业之间MCN模式合作的载
体，实现赋能帮扶、党建、人
文、政府、产业、本地生活、
企业等诸多领域，强化乡土
文化传承与保护，展示乡村
魅力，推动产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以求“创新”为突破点，
激活助力乡村振兴新动能

通过创新运营模式，积
极引导“乡土网红”发挥团
队“新”优势，围绕乡村振兴
做文章，打造乡村服务体
系，让乡土资源和乡土品牌
搭上“数字快车”。积极助
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完
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组建了电商服务组、文艺宣
传组、公益爱心组等 5 个专

业团队，积极打造“统战+网
红+电商”“统战+网红+商
圈”“统战+网红+旅游”“统
战+网红+文艺”“统战+网
红+公益”等增能赋能活动，
利用乡土网红“直播带货”

“为家乡代言”“为爱发声”
以及制作短视频等方式，推
动传统商业、农业、旅游业
和公益事业转型升级。截至
9 月初，共计打造乡村服务
站 6个，累计开展各类直播、
代言、公益等活动 400 余场
次，帮助近 46户困难户增收
59.8 万元，直接或间接带动
当地解决就业超过 160 余
人；拉动南屯基镇榆林村、
大兴镇福利村等乡村旅游市
场营收 120余万元；在 6个乡
（镇）8个村屯开展文化下乡
惠民行动，让基层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到本土文化大餐。
此外，还进一步提高了“东
丰农民画之乡”“中国梅花
鹿之乡”的美誉度以及小四
平“大煎饼”“金红苹果”，沙
河镇“野生羊肚菌”、佰晟源

“富硒木耳”等众多农产品
的知名度。

绘就“云上”“同心圆”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
高子昂

乡村振兴 辽源在行动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发掘身边好人好事，
聚焦身边感动人物，褒奖凡人善举，弘
扬社会正气，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在
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爱家乡、做好人、
传美德”主题实践活动。经逐级推荐、
评选、复核审定，推荐以下 7名同志为
2023年第四季度“吉林好人标兵”“吉林

好人”参评候选人，现予以公示。公示
时间从 2023年 9月 20日起至 2023年 9
月 26日止，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提出意
见，反映问题。

联系电话：5081012
中共辽源市委宣传部

辽源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

2023年9月15日

辽 源 市 关 于 推 荐 2023 年 第 四 季 度
“吉林好人标兵”“吉林好人”进行公示的公告

一、助人为乐类
关艺敏 辽源市西安区先锋街道

福盛社区居民
王 阳 吉林省初心心理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
二、敬业奉献类
高 健 东辽县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郭亚新 辽源市龙山区西宁街道
西宁社区居委会主任

李雅秋 东丰县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三、孝老爱亲类
祝 萍 东丰县小四平镇福新村

村民
王少华 东辽县云顶镇金山村妇

联主席

推荐2023年第四季度“吉林好人标兵”“吉林好人”参评名单

第五届辽源市城市节群星演唱会精彩上演
本报讯（记者 付晓娇

魏利军）9 月 16 日晚，由市
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
部、吉林省辽河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市文旅局、西安
区政府、华禹国际文化传媒
协办，辽源龙泉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赞助的“龙行天下、城
市之光”第五届辽源市城市
节群星演唱会在东山公园超
级碗体育场火热开唱。

这是一场知名艺人与本
土特色共融，情怀与青春、经
典与潮玩的大型演唱会，对

于带动城市经济、推进文旅
融合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演唱会上，严少辰的
《好嗨呦》点燃现场气氛；阿
悠悠的《你若三冬》、李晓杰
的《朋友的酒》《好姑娘》、张
振宇的《不要再来伤害我》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周艳泓的《春暖花开》《要嫁
就嫁灰太狼》、海来阿木的
《三生三幸》、大壮的《我们
不一样》、梦然的《少年》等
一系列经典歌曲的演唱，令
现场观众不禁跟着节拍挥

舞着荧光棒，让这个秋季的
夜晚变得灯光璀璨。最后，
在屠洪刚带来的《你》《江山
无限》《精忠报国》三首经久
不衰的经典歌曲中，现场观
众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
情，起身和歌手互动，让经
典燃爆超级碗。

在这个秋意浓浓的夜
晚，群星演唱会为辽源的百
姓呈现了一场精彩的音乐盛
宴后，“龙行天下、城市之光”
第五届辽源市城市节群星演
唱会圆满落下了帷幕。

本报讯 为确保 9月 14
日至 16日在南部新城体育
场举办的职工运动会会场内
联通用户的网络感知良好，
辽源联通在运动会期间做好
4/5G联合保障，对运动会会
场周边 5个基站进行天馈系
统和系统参数优化调整。

优化调整后，网络覆盖
和用户感知速率得到明显提
升，4G覆盖率从98.43%提升
至 99.33% ，5G 覆 盖 率 从

98.67%提升至 99.44%；4G用
户感知下行速率从 17Mbps
（兆 比 特 每 秒）提 升 至
46Mbps，5G 用户感知下行
速 率 从 220Mbps 提 升 至
410Mbps，优化效果明显。
运动会会场所有联通用户可
以正常使用联通4/5G网络，
用户感知提升明显，圆满完
成网络支撑保障任务。

据悉，辽源联通自开展
“移动网络质量百日攻坚大

会战”以来，从重点场景优化
测试、客户投诉压降、建设攻
坚、标杆打造、关键指标提升
五个方面全面推进 5G精品
网络，效果明显。下一步，辽
源联通将以“移动网络质量
百日攻坚大会战”为契机，进
一步提高网络质量，快速优
化系统参数，全力打造 4/5G
精品网络，提升用户满意率，
更好地支撑市场发展。

（筱梖）

辽源联通聚焦移动网络感知 全力打造5G精品网络

本报讯（记者 闫书御
琳 魏利军）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9月 15日傍
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在东山体育公园开展“文明
夜市”——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大集，以接地气、有朝气
的志愿服务，为市民和游客
送去文明和谐、欢乐喜庆的

“夜生活”。
活动现场开展健康义

诊。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主任、老年科医生、肿瘤微
创主任等专家现场问诊。
专家仔细询问前来问诊的
市民和游客的相关症状，为
他们免费进行量血压、测血
糖等常规检查，提出治疗方
法及注意事项，并对一些常

见病、多发病、急慢性病的
防治和合理用药、急诊急救
等知识进行科普和指导。
现场还发放了手拎袋、洗手
液、纸抽、健康知识手册等
小礼品。辽源眼科医院专
业眼科医生团队针对青光
眼、白内障、老花眼等问题
为市民和游客进行检查，同
时发放眼科宣传手册。市
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的爱
心理发志愿者为有需要的
市民和游客免费提供发型
设计和理发服务。现场“心
愿墙”上，市民和游客纷纷
拿起笔留下自己的“微心
愿”，一笔一画间都寄托着
对文明实践活动的美好期
盼。当天共收集近百个“微
心愿”。每个特色志愿服务

“摊位”前都挤满了人，市民
和游客以“赶集”的形式逐

一逛遍每个志愿摊位，在欢
声笑语中感受文明新风。

“我在‘夜市’上享受到
一项项贴心、暖心的志愿服
务，对我们老年人非常有好
处，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
益处。”市民王志玲连连感
慨，“这样别出心裁的‘夜市’
真正把贴心的服务送到了
家门口。希望以后多多举
办这样的活动。”

此次活动，大力弘扬了
志愿服务精神，切实发挥了
志愿服务便民利民作用，进
一步推动了志愿服务活动
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下一
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将继续组织开展文明实践
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高社会文明程
度，引领形成践行文明、传
播文明的社会风尚。

文明实践“夜市”点亮秋日“夜精彩”
我市开展“文明夜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大集

本报讯（记者 于芯 刘
鹰）青春激昂九月天，又到热
血送兵时。9月15日，“龙山
辽水固国防、负羽从戎铸军
魂”龙山区 2023年秋季入伍
新兵欢送大会在谦宁街（南
仁东）小学举行，欢送 34名
新兵奔赴军营，保家卫国、奉
献青春。

16时，欢送大会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身披
戎装、肩挂绶带的 34名新兵
整齐列队，慷慨激昂地齐声
唱军歌《当那一天来临》，歌

声嘹亮，振奋人心，一个个挺
拔的身躯、一张张坚毅的脸
庞满怀着豪情壮志、激荡着
青春力量，将奔赴军营，踏上
人生新征程。欢送仪式上，9
名新退役老兵向新兵赠送了

“负羽从戎国防东辽弓”，谦
宁街（南仁东）小学少年军校
班学员向新兵赠送小礼物，
辽源军分区与龙山区向新兵
赠送书籍。入伍新兵刘储铭
坚定地说：“即将踏入军营，
心情十分激动。我将努力学
习、刻苦训练，成就更好的自

己，用青春和热血报效祖国
和人民。”

欢送会现场，家长们看
着参军入伍、即将远离家乡
的孩子，热泪盈眶，既有离别
时的不舍，又有对孩子的无
限期许。新兵家长们表示，
部队是个大熔炉，不仅可以锻
炼孩子百折不挠的意志，还能
培养良好的工作、生活作风。
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锻炼
自己，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时候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全
和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龙山区34名热血青年戎装飒爽赴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