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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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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伟 报道 年初
以来，我省乡村振兴系统积极
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多措并举，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成果得到巩固拓展，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综合研判确定 2022
年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收入指导线，简化工作流程，
监测对象识别认定、帮扶措施
落地时限分别缩短至15天和
10天。充分发挥24个中省直
行业部门厅际沟通协调机制
和 62192 名村组专兼职防返
贫监测员作用，组织开展全省
集中大排查。截至6月底，全
省纳入动态监测的脱贫户和
监测人口，户均落实帮扶措施
2项以上，其中82.24%已稳定

消除返贫致贫风险。
全力以赴抓产业促就业

稳增收。组织开展“抓产业、
促就业、稳增收”提升行动，确
保到年底脱贫群众收入增速
高于本地农民收入增速、脱贫
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
农民收入增速。紧跟疫情形
势变化，先后出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 11 条措施、32 条
措施和强化脱贫群众稳定增
收 16 条措施，通过一系列措
施实现脱贫群众及监测对象
疫情防控和备耕生产两不
误。截至6月底，全省实施产
业帮扶项目535个，带动脱贫
群众及监测对象 18.03 万户
32.87万人。全省脱贫人口及
监测对象实现就业 11.36 万
人，超出年度任务 6 个百分

点。
突出重点稳固拓展脱贫

成效。紧盯重点领域，强化常
态化控辍保学和“一对一”关
爱帮扶，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春季学期补助 4.5 万人次；
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6+1
试点县建设，调整城乡特困、
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和脱
贫人口大病保险起付标准至
6000元；加强住房安全隐患排
查，充分尊重农户意愿，1697
户低收入群体危房全部实施
改造。瞄准重点区域，持续加
大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力度，实
施安置区产业帮扶项目 163
个；出台促进重点边境村加快
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 19 项
任务措施落地。聚焦重点群
体，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

化帮扶机制，保持社会救助政
策总体稳定。

推动乡村建设行动拓展
升级。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实施农村生活厕所改造、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建设，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春季
战役和干净人家创建。推动
重点基础设施提升，实施农村
道路、供水、绿化等工程项目
建设。加快基本公共服务提
升，持续开展乡村义务教育、
卫生服务、医疗保障等服务能
力提升行动，农村低保、特困
供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至
5335 元、7692 元，社区医院建
设达标比例64.8%。滚动实施
千村示范创建，继续打造1000
个以上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示
范村。

积极有效应对疫情影响 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我省加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洮儿河静静流淌，夏的
炽热渲染着古城洮南。不远
处，金黄色的小冰麦成熟了，
一串串饱满的麦穗，在微风
的吹拂下，散发着一阵阵麦
香，人们正忙着采收，收割机
的轰鸣声、呦喝声、欢笑声传
出很远，洮南大地到处洋溢
丰收景象。

2021 年，洮南市粮食产
量首次迈入全省产粮大县前
十行列，得益于洮南市创新
思路、精心谋划，不断探索做
优做强特色现代化农业，助
推乡村振兴发展的决心和勇
毅，肥沃的“黑土地”焕发勃
勃生机，成为百姓的“金饭
碗”。

富硒水稻助推现代农业

洮南市福顺镇庆茂村，
一池池稻田整齐排列，一阵
微风吹过，池水荡起一片片
涟漪。

“别看我的水稻现在看
着和普通的水稻没有太大区
别，但这些水稻可不简单，这
都是今年我按照去农药化、
去化肥化、零农残、无公害标
准试种的富硒水稻，它除了

留存了普通水稻的全部营养
成份，还具有保护心脏和延
缓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力等
多种特殊保健功能。”福顺镇
庆茂村村民盛东波满怀憧憬
地介绍。

富硒农业属于功能性农
业，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
一支具有特色的新兴力量。
发展富硒产业洮南自然条件
得天独厚。2003 年，省地质
调查院根据1:25万土地质量
地球化学调查，在洮南市发
现富硒土地 9 处，总面积约
227.83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
洮南市野马乡、那金镇等乡
镇部分区域及福顺镇全域。

“我们村今年共推广试
种富硒水稻200公顷，目前长
势都很好，老百姓也很认可，
明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
度，推广富硒水稻种植，让有
限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
让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高。”
福顺镇庆茂村党支部书记张
和说。

洮南市正探索通过“建
基地、引技术、抓园区、塑文
化、创品牌”等五大措施，建

设集生产、加工、研发、贸易
于一体的国家重点富硒产业
集聚区，打造中国乃至世界
的硒文化体验中心与科研基
地，实现从富硒农业到富硒
产业的转变，将洮南市打造
成“吉林富硒现代产业发展
示范区”“中国东北首个富硒
产业区”。

杂粮杂豆发挥传统优势

洮南市蛟流河乡作为杂
粮杂豆交易集散地，乡内有
多个交易市场，这里的农户
也有种植杂粮杂豆的传统和
积极性。

“今年，我在自家和流转
的一些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种
了8公顷大豆，现在长势都很
好，相信今年又是大丰收。”
蛟流河乡光荣村的张为说。

洮南市杂粮杂豆种植历
史悠久，农民有常年积累的
种植经验和种植习惯，现有
杂粮杂豆行业的省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4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 9 个，白城公共品牌
（洮南绿豆）1个，杂粮杂豆交
易市场 3 个，年交易额 10 亿
元。 （下转06版）

洮南：“黑土地”成“金饭碗”
□ 郑丹 张阔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欢歌笑语庆佳节，满怀喜悦
迎盛会。7月20 日，第九届吉
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山市启动
仪式暨微笑江源第四届“农商
银行杯”广场舞大赛在白山市
江源区政府广场火热举行。

此次市民文化节以“喜迎
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一见钟
情、微笑江源”为主题，以推进
文化建设和文化品牌建设为
目的，旨在满足广大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打造“微笑江源”城
市名片和文化品牌项目，展现

“一见钟情”的地域文化和浓
厚的群众文化氛围，促进群众
文化高质量发展。

仪式开始，来自江源区各
社区街道的 44 支文艺队伍踏
着欢快的音乐节拍，神采飞
扬、气宇轩昂地步入广场中
央，他们通过以红色经典曲目
为主的广场舞表演、民族特
色浓郁的满族旗袍走秀和精
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展现了
江源人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活，更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
到了江源区市民文化的独特
魅力。在“千人共跳一支舞”
环节，千名舞者用整齐优美
的舞姿共同演绎了《微笑江
源》奋进向上的旋律，充满活
力的表演带动了现场观众的
热情。通过此次活动，丰富了全区群众文化生活，推动
江源区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品牌打造，促进各类文化体育
活动蓬勃发展。

据了解，今年的市民文化节采取市、县、乡三级联动
的方式，广泛组织开展各类文艺展演活动，全方位、多角
度呈现白山文化事业发展成果，全社会、多层面发动文
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展现广大市民的精
神面貌和时代风采，展示全市各领域优秀文化成果，进
一步凝聚白山力量、增强文化自信，为白山建设践行“两
山”理念试验区，推动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提
供精神源泉和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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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相文雅 报道 今
年 6 月以来，在珲春市农机
站的指导下，珲春市杨泡满
族乡种植户修志国首次使
用苗期专用深松整地机开
展苗期深松作业，取得良好
效果。

“我于 6 月 11 日开展苗
期深松作业，经过 12 天工
作，深松面积达24公顷。”修
志国说，使用苗期专用深松
整地机开展苗期深松作业，
作业进度快、质量高、效果
好。

珲春市农机站副站长

杨永久介绍，苗 期 深 松 作
业 是 保 护 性 耕 作 的 关 键
环 节 ，不 仅 有 利 于 保 墒 、
散 墒 、提 高 地 温 ，还 有 利
于加快秸秆的腐烂，增加
土壤微生物的活动空间，
提 高 化 肥 的 利 用 率 。 苗
期 专 用 深 松 整 地 机 能 防
止秸秆拖堆，还可阻挡深
松 后 秸 秆 土 块 向 两 侧 窜
动避免压苗，彻底解决了
秸 秆覆盖条件下苗期深松
的难题。

“深松机不仅适用于苗
期作业，对秋季的深松整地

也同样适用。”杨永久说，
珲 春 市 农 机 站 将 持 续 关
注 苗 期 深 松 整 地 作 业 效
果，逐步加快苗期深松整
地技术推广，使保护性耕
作 技 术 得 到 更 加 广 泛 的
应用。

近年来，随着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推广应用，珲春市
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范围
不断扩大。今年，全市使用
深松机开展春季、苗期或秋
季深松的经营组织和种植
户约为20户，购置使用深松
机达30余台。

珲春积极推广保护性耕作苗期深松作业

吉林省洮南圣一农

业“粮饲结合（冰麦+燕

麦）双季双优种植模式”

万亩冰麦开镰收割，每公

顷土地两季种植年收入

达 3 万元。图为收割机

作业时的情景。

邱会宁 范海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