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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坚持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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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抓住高标准农田建设契

机，创新推出“水库清淤+有机肥”

模式，将水库淤泥变身高标准农田

的定制“营养基”，构建“生态治理-

资源再生-耕地提质”链条。图为

田间作业情景。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记者 黄鹭 报道 4月3日，省委书
记黄强到通化调研。他强调，通化松花石资
源丰富、加工工艺成熟，要充分发挥优势，结
合文旅产业发展，不断提升松花砚文化影响
力。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做强
做优，让吉林高质量发展动力澎湃、活力十足。

鑫鸿新材料公司正在深度开发通化地区
松花石资源，各种形制、各类造型的松花砚产

品陈列在企业大厅。黄强认真观看产品展
示，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研
发、生产、经营等情况。黄强强调，好山育好
林、好林养好水、好水孕好石，吉林松花石资
源得天独厚、质地上乘。用松花石雕刻的松
花砚是清朝“御砚”、长白山“新三宝”之一，拥
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要把珍贵的松花石
资源保护好，实现绿色开发、有序利用。要在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中设置清朝“御砚”展
台，大力宣传推广松花砚文化。要坚持市场
导向，研制生产更多小巧实用的精品，让松花
砚成为游客喜爱的“伴手礼”。

调研中，黄强强调，当前，我省民营经济
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全国相比还有
明显差距。各地要正视不足、奋起直追，扎实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更好发挥民营经济在稳

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
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投
入，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增强发展内
生动力。通化民营经济发展基础好、潜力大，
要在发展实体经济上聚焦用力，支持民营企
业布局产业链，更好巩固优势、补齐短板，推
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李伟参加调研。

黄强到通化调研时强调

提升松花砚文化影响力 支持民营企业做强做优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
的政治责任。”2月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
报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省“三
农”战线引发热烈反响。2025 年中
央一号文件发布后，释放出重农强
农强烈信号。我省各地各部门认真
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积极推进
春耕准备工作，做好农资保障，深挖
特色产业潜力，确保今年粮食稳产
丰产开好局、起好步。

备足“粮草”助春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
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我省全力投入粮食增产工作，
各地备春耕工作如火如荼，多措
并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
量。

在保障种子质量上，省农业农
村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联合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打假行动，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套包侵权等五
项违法行为，省、市、县三级联动严
惩违法行为。

各地在备春耕工作中各显身
手。舒兰市今年粮食播种面积稳中
有升，农资储备充足，强化农资市场
监管，发布优良品种推广目录。德
惠市立足“早”字，落实种植意向、春
耕物资、农技服务、农机检修和抗旱
措施“五个到位”，全方位护航春
耕。产粮大县梨树县，种子企业全
力保障供应，探索保护性耕作技术
提升黑土地肥力。农民专业合作社
提早行动，众惠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7家合作社统一订购农资，邀
请专家授课助力增产增收。松原市
宁江区大洼镇房身村提前检修农机
具，预计4月下旬播种。大安市聚焦
盐碱地改良，借助数字化农田管理
提高施肥精准度。辽源市农机市场
在补贴政策下销售火爆，高标准农
田建设如火如荼，为粮食增产筑牢
根基。

产业赋能乡村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对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作出部署。

近年来，我省紧抓市场机遇，推
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以提升品质
为基础，通过精深加工让产品以新
形态进入市场，秉持树品牌、兴业
态、提效益思路，朝着高质量、高科
技、长链条、高效益方向发展，为建
设农业强省注入强大动力。

靖宇县立足当地资源，发展蓝
莓产业。初春，蓝莓种植基地大棚
内一片忙碌。“10 亩蓝莓预计收获
4000公斤，春节前上市，高峰时每斤
七八十元，一季收入至少50万元。”
新时代家庭农场主焦明艳说。全县
94个村参与，占行政村85%，重点培
育5个乡镇，蓝莓已成为富民强县的
支柱产业。吉林农业大学吴林教授
在花园口镇成立靖宇蓝莓科技小
院，专注蓝莓技术研究，有力推动产
业升级。

在蛟河市黄松甸镇三合食用菌
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基地里，工人们
忙着制作木耳菌包。机械化生产大
幅提升效率，合作社理事长曹维生
说：“今年开工就接到订单300多万
段，日生产菌包 8.6 万段，用工人数
达 70 多人。”依托长白山区自然条
件，我省打造国家级吉林长白山黑

木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多个
特优区，推动食药用菌产业园区化、
集 群 化 、规 模 化 全 产 业 链 发 展 。
2025 年，黄松甸镇计划种植黑木耳
1.26亿袋、灵芝124.4万段。

此外，我省制定印发11项措施
助力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黑
木耳、灵芝等食药用菌栽培规模
27.9 亿袋。“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入
选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
划，成为“吉字号”农产品的闪亮名
片。

治理铺就和美路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
推进乡村建设，着力健全乡村治理
体系。我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
式，取得显著成果。

在四平市铁东区叶赫满族镇永
合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实现村规民约全覆盖。村
干部、党员与志愿者踊跃投身人居
环境整治，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和移风易俗。通过举办集体婚
礼、“鹊桥会”等活动，引导村民摒弃

陈规陋习，村民文明素养与环保意
识得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显著增
强。

桦甸市桦郊乡小稗子沟村通过
每月一次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
评选活动，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曾
经垃圾乱堆、污水横流的景象已不
复存在，村民从被动接受环境整治
转变为主动参与建设，不仅乡村环
境焕然一新，村民文明素养也得以
提升。

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借助红
色资源，打造红色小镇，依托抗联文
化发展红色旅游，不仅提升了乡村
知名度，还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治
理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小石村在
乡村治理中，打基础、引项目、美环
境、育产业、强治理、树新风。如今，
小石村柏油路环绕田地，民宿独具
江南风韵，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产
业兴、村庄美、农民富、民风好的华
丽转身，成为功能完备的现代化村
庄。

人勤春来早，沃野涌春潮。吉
林大地上，正在奋力绘就乡村振兴
新图景。

扎根黑土地 筑梦现代化
——各地各部门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