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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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社长：孟繁杰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10月
15 日，记者在省生态环境厅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巩固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我省将开展“秋冬会
战”，推动年底前各项工作圆满收尾
和实现全年工作目标。通过开展

“秋冬会战”，对标对表查找短板漏
项，集中力量攻克问题和难点，严阵
以待加强监督管理，有效规避环境
质量下降风险，持续维护生态安全，
确保全年各项环境保护目标任务能
够圆满完成。

强化大气环境治理，坚决守护
“吉林蓝”。秋冬季空气质量一直是
全省人民关心关注的，秸秆禁烧管
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从今年秋冬
季开始，我省将实施秸秆全域禁烧，
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吉林省秸秆

全域禁烧行动方案》，召开了秸秆全
域禁烧大会，“秋冬会战”也把推动
落实秸秆全域禁烧作为重中之重，
着力健全五级网格化监管体系，完
善包保机制，实施省级巡查地方检
查的监管机制，严密关切、严厉打击
违规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秸秆
全域禁烧首战告捷。同时，省生态
环境厅还将统筹抓好燃煤锅炉及工
业企业达标排放、重点行业错峰生
产、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重污染天气
应急管控等秋冬季大气治理重点工
作。年底前，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力争保持在92%以上，PM2.5
浓度力争控制在 28 微克/立方米以
下，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
程减排量不低于0.48万吨和0.15万
吨。

全力推进水环境质量改善。突
出抓好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执法监
管。紧盯工业园区、城镇污水处理
厂、排水大户，突出抓好水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执法监管。组织开展清河
执法行动，围绕河道清洁行动进行
执法监督，有效促进河道生活垃圾、
畜禽粪便等外源污染消除，防止污
染物持续污染河流水质，推动做好
河道常态化保洁。严格执行水质管
控机制。全面落实四个“第一时
间”的水质管控机制，及时采取有
效管控措施应对水质恶化风险。
年底前，优良水体比例要保持在
74.3%以上，劣Ⅴ类断面力争控制
在 3 个以内，化学需氧量、氨氮重点
工程减排量不低于0.81万吨和0.024
万吨。

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持续
做好农用地污染防控和建设用地风
险管控，进一步提升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水平，加快推进疑似污染地
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评估和污
染地块治理修复，对未开展调查评
估、未完成治理修复、未达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的，一律不允许开发利
用。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
水体治理，年底前，农村生活污水和
黑臭水体治理率要分别达到15%和
10%。主动与畜牧部门对接，确保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等重
点工程项目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
行等方面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对非
法排放、收集、转移、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含医疗废物）的行为进行全面
排查整治。

持续加强自然生态空间监管。
全面开展“绿盾2021”自然保护地强
化监督工作，加快推进“绿盾”专项
行动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四类聚焦”
问题整改到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中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整改督
导，严防“林草错位修复”、碎片化治
理和过度修复等形式主义问题。

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紧盯
“一废一品一库”、化工园区和工业
集聚区，督导企业落实环境安全主
体责任，常态化开展环境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环
境事件。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确保辐射环境安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相关环境监管要求，坚决做到
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理处置“两个
100%”。

我省打响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提升“秋冬会战”

近日，图们市月宫街道富强社区党总支组织在职党员、积极分子30多人，来到月晴镇安山村开展“走进田

间，助力秋收”主题党日活动，帮助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抢收农作物，解决了部分农户的秋收困难。

宋庭惠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张伟 王淋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2021年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名单，梅河口大米和
西湖龙井等 46 个品种入选单一产品示范
区。这标志着梅河口市培育打造“梅河大
米”品牌又取得了新成果，也为吉林大米品
牌再添荣耀。

梅河口市位于北纬 42 度，地处世界白
金水稻带中央，水稻种植历史悠久，在清代，
这里生产的大米曾作为贡品送往京城，因而
有了“皇粮御米”的美誉。2005年，该市被批
准为国家级绿优水稻标准化示范区。由于
土壤、气候、灌溉水资源等自然条件俱佳，经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检测评定为

“AA级绿色食品的农业环境质量”。
多年来，梅河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扎

实践行“粮食也要打出品牌”理念，抓住实施
“中国好粮油”建设工程契机，确立了品牌
化、特色化、高端化、生态化建设目标，助力
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升级。积极协调
上级部门，为大米企业安装了“质量安全可
追溯系统”，从源头上保障“梅河大米”好吃、
营养、更安全。邀请北方优质米水稻专家、
我国水稻“三早旱育超稀植”技术研究创始
人、国家级研究员许哲鹤为企业、种植大户
授课，为梅河大米提档升级“把脉”献智，使
品牌建设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2019年10
月，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
术展示交易会上，梅河口市被中国粮食行业
协会授予“中国皇粮御米之乡”称号。

2月下旬，梅河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申报
推荐工作的通知》后，第一时间启动申报工
作。组织人员搜集整理相关资料，高质量完
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申
报书”“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筹建
验收申请书”等相关申报材料的填制、上报
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对梅河口大米
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其中包含地理标志认
定、产业规模、诚信规范及持续政策保障，
选定其成为国家标志保护示范区。

据了解，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是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地理标志为对
象，对地理标志保护起示范、引领、推广作
用的保护地域。示范区筹建期为3年，将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有关政策支持和分级
分类指导，推动做大地理标志产业规模、提
升社会经济效益、提高保护水平，同时健全
地理标志相关制度、完善机制、规范管理。

梅河口市被认定为我省惟一创建大米
产品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是对梅
河口市环境、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认可，
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
产品美誉度，加快振兴乡村步伐，助力农
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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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葛威 报道 近年
来，安图县在组织引领、阵
地建设、部门联动等环节上
下足功夫，积极打造城市基
层党建新格局，为新时代安
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

强化组织引领，完善治
理体系建设。坚持组织引
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不断严密组织体系，形成

“五长制+网格化”共建的工

作思路，将“五长制”的点线
管理与“网格化”的平面治
理相结合，在全县城市社区
划分 77 个网格，配备街长、
路长、网格长、楼栋长、单元
长等人员，逐级落实分片包
保工作责任，构建起多方参
与、全面覆盖、上下联动的
治理体系。

强化阵地建设，提升社
区服务功能。统筹利用好
党建、政务服务等各种资

源，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
务载体，打造城市党群服务
中心体系，建立县级、街道、
社区、网格四级党群服务中
心（站）。落实《关于加强社
区 五 个 基 本 建 设 实 施 方
案》，健全完善社区基本组
织、基本功能、基本队伍、基
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不
断完善社区功能，全面提升
服务水平。

强化部门联动，凝聚城

市治理合力。坚持从社区
群众需求的多样性着手，以
党建资源撬动各类资源，推
进部门党组 织 共 驻 共 建 ，
全 县 共 建 立 城 市 基 层 党
建联盟 15 个，各机关、企
（事）业 单 位 党 组 织 书 记
认领城市基层党建“书记
项 目 ”88 个 ，有 效 整 合 党
建、人力、信息、技术、阵
地 等 资 源 优 势，实现共建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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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打造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