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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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硕琳 李莹 记
者 吴连祥 报道 站在新起
点，奋进新征程。2021 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东丰县干
部群众戮力同心，启动实施

“创新引领、产业强县、生态提
升、富民提速”四大行动,确保
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更大跨
越。

站在新起点上，东丰县围
绕创新引领，着重抓好“十大
振兴工程”。立足鑫达钢铁产
业园发展基础，实施钢铁铸造
产业升级工程；充分发挥梅花
鹿产业创投园平台优势，实施
梅花鹿+医药健康产业提质
工程；顺应科技创新和消费升
级，实施新兴产业培育工程；

加快培育带动力强、辐射面广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优工程；
结合新基建“761”工程，实施
基础设施强化工程；依托梅花
鹿之乡、农民画之乡、将军故
里等特色品牌，实施县域名片
打造工程；因地制宜优化乡镇
产业建设布局，实施特色小镇
引领工程；打造服务最优、效
率最高的营商环境，实施营
商 环 境 优 化 工 程 ；深 化

“111”平安建设模式，实施
社会治理强基工程。以创新
实干的实效，持续增进群众的
福祉。

实施产业强县行动，推动

经济转型发展。以“建链补链
强链”为重点，抓好五大产
业。深化驻点招商、以商引
商，始终保持强劲的招商态
势。建强鑫达钢铁产业园、梅
花鹿产业创投园、三合物流
园等园区。秉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稳定粮食作物播
种 面 积 ，防 止 耕 地“ 非 农
化”。推动“鹿头食尾”“鹿头
药尾”“鹿头文尾”，实现梅花
鹿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打造
特色产业，全力提升东丰大
米、马记鹿茸、佰晟源食用菌
等地产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
有率。围绕“五大振兴”，因
地制宜打造个性鲜明的特色
村。为促进服务业繁荣发

展，加快现代物流、特色文
旅、养老托幼等服务产业集
聚，实现产业“由散变强”。
打造钢铁铸造、梅花鹿、食用
菌等经济品牌，推动制造业
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实施生态提升行动，探索
绿色发展新路。以生态环境
整体改善为目标，打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推进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工程，加强土壤污染防
治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快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力推化肥农药持续减量增
效。持续巩固国家园林县城
创建成果，强化园林绿地建设
和景观打造。进一步健全完

善河长制，加强大横道河、大
沙河、梅河等河流的水生态保
护。切实抓好生态修复工作，
着力开展裸露山体、非煤矿山
整治等工作。实施“东进、南
扩、西优、北储、中改”发展战
略，加大小街小巷整治力度，
打通城市路网微循环。统筹
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着力
提升城市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水平。深入实施“厕所革命”、
生活垃圾治理等工程，打造符
合国家和省市标准的卫生村
镇。

实施富民提速行动，创造
幸福美好生活。深入实施“就
业创业”工程，不断完善公益
性岗位开发、创业担保贷款、

职业技能培训等扶持手段，促
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加强
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推动
企业与求职者有效对接，打通
用工求职“最后一公里”。持
续开展惠民实事行动计划，着
力解决一批群众最急、最盼的
现实问题。大力推进全民参
保计划，不断提高养老保障水
平，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保障失地农民、城乡特困人员
等群体基本生活。有序推进
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不断增强居民住房保障能
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 ，加 快 分 级 诊 疗 体 系 建
设，扩大医联体建设形式和
覆盖面积。

实施十大振兴工程 增进群众福祉

东丰擘画“十四五”振兴发展新蓝图

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奶头山村依托“长白山第一村”的地缘优势，先

后实施特色民居改造、建设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

地纪念馆、挖掘乡村特色美食等项目，打造国家AA级风景区，全力推行

乡村特色旅游，去年下半年接待游客7万多人次。 记者 侯春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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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讯 张力

军 报道 截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全省累计收购
新粮408.5亿斤，同比

增加 104 亿斤。其中，
玉米337.2亿斤，同比增

加92.3亿斤；稻谷68.9亿
斤，同比增加13.5亿斤；大
豆 1 亿斤，同比减 少 2 亿
斤 ；其 它 杂 粮 杂 豆 1.4 亿

斤。
新粮上市以来，全省粮

食收购工作进展顺利。从
价格走势情况看，玉米价
格高开高走，目前主流
市场价格每斤 1.28 元
至 1.34 元，较去年同

期 上 涨 超 过 50% ，
达 到 历 史 高 点 ；

稻谷和大豆价
格 稳 中 趋

强，目

前
普通稻谷
市 场 价 格 每
斤 1.44 元至 1.48
元，优质稻谷市场
价 格 每 斤 1.50 元 至
1.60 元 ，大 豆 市 场 价
格 每 斤 2.65 元 至 2.75
元。

结合当前的粮食购
销形势，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提醒广大农民朋友，

要 理 性 认 识 粮 食 价 格 走
势 ，密 切 关 注 市 场 行 情
变 化 ，把 握 时 机 及 时 售
粮 ，减 少 粮 食 损 失 损
耗。尤其近日省内部
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
降 雪 天 气 ，要 特 别
注 意 加 强 庭 院 储
粮 管理，及时倒
垛 、晾 晒 、通
风，避免坏
粮。

全省收购新粮超400亿斤

本报讯 丁晓云 闫虹瑾
报道 为有效应对寒潮降温
天气，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
管理，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制
定 9 条技术指导方案，预防
极端天气对全省棚室蔬菜、
水果、花卉等设施园艺生产
造成的冷害冻害。

棚室加固。要及时检查
温室骨架，发现钢管生锈或
竹竿老化断裂情况要马上维
修；及早加设立柱，增强棚室
抗积雪能力；修补棚膜破损
漏洞，拉紧压膜线，以防棚室
透风、灌雪；加固草苫、保温
被等外保温覆盖物绳索，密
闭通风口和门窗，防止大风

损坏设施薄膜和保温覆盖材
料；在日光温室后屋面加盖
薄膜，避免雪水下渗损伤墙
体；夜间棚面帘被加盖防雨
膜，预防雪水浸湿增加棚体
重量；提前准备好清雪工具，
如人工清雪铲、清雪机等，以
便及时清除棚室积雪。

增强保温。预先准备好
草苫、塑料薄膜、保温被等材
料。棚室后墙和棚脚处可加
盖草苫(帘)保温，通风口和棚
门口处设置缓冲薄膜，棚外
挖防寒沟、棚内挖回垄沟。
也可采用多层覆盖保温方
式，棚内搭建简易中棚、小拱
棚，形成多层覆盖，以降低热

量散失；棚外加盖保温被等
保温材料后，外加塑料薄膜
层，防止保温材料吸水致保
温效果降低。

合理揭盖。为维持棚室
适宜温度，晴好天气草苫
（帘）等外保温材料应早揭晚
盖，阴冷天则晚揭早盖，充分
增加透光，有效吸收和保持
太阳热能。

及时增温。棚室内准备
好电暖气、自动加热风机、空
气加热线、电热鼓风炉、应急
增温燃料块、燃油热风炉、火
炉等辅助加温物品，提高棚
室温度，以便寒潮来袭时临
时加温。

适时补光。及时清理棚
膜外雾滴和灰尘，保证棚膜
透光性；清理老叶、病叶，增
加植株散射光照。同时在温
室大棚后墙悬挂反光幕。多
层覆盖及阴冷天气易致光照
不足，要预备好植物生长灯、
LED灯、碘钨灯、钠灯等补光
设备，防止植株徒长、弱化。

适度施肥。寒潮及降雪
天气来袭前不宜施速效氮
肥，要适时增施猪、牛粪及堆
肥等热性肥料；适度增加镁、
锌、硼等中、微量元素肥料。
同时叶面喷施 0.3％磷酸二
氢钾溶液 2-3 次，提高植株
抗逆性。 （下转02版）

预防寒潮天气 保障生产安全
我省出台设施园艺生产技术指导方案

本报讯 王树茂 付聪 记者 徐文君报道“虽然
我们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但由于近期全国
中风险地区增加，还有极少部分地区聚集性疫情发
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加大了对境外和中高风险
地区返（回）榆人员排查隔离力度，对密切接触者、
次密接触者、冷链食品等重点人群和物进行检测，
对发热门诊医护人员和患者、隔离宾馆工作人员、
外卖、快递和社会福利机构从业等重点人群和环境
进行检测，对重点场所进行消杀业务指导等工作，
做到应防尽防、应排尽排、应检尽检、应消尽消、应
隔尽隔。”榆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战永波说。

近日，榆树市连续召开疫情防控工作协调会、
推进会、工作落实会，特别是严格落实长春市“五个
从严，三个确保，一个精准，17条措施”，确保榆树市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

“市场监管局针对进口冷链食品物品开展全
方位管控，要求三证一码齐全方可进行销售，对来
源不明的进口冷链食品物品加大打击查处力度，一
经发现从严从重处罚；同时督促药店发挥哨点作
用，加强对‘一退两抗’和止咳药品的登记管理，守
住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底线。”榆树市场监督管理局
副局长于文忠说。

榆树市应急管理局扶余火车站负责人介绍：
“我们抽调精干人员严守扶余高铁站、火车站，严把
外防输入关口，对中高风险地区返（来）榆人员，引
导到扶余车站临时隔离室，由社区、村屯专人接回，
做到不妥善交接不放行。特别是对新增病例但尚
未定为风险等级地区的，我们严守空档期，返榆人
员一律签定疫情防控承诺书，由社区、村屯专人接
回。对其他地区返榆人员，严格按照规定登记管
理，确保返榆人员安全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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