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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花开春已到。为保障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舒兰市各级部门储备化

肥总量13.2万吨，水稻种子1500吨，玉米大豆种子2100吨，农药总储量300

吨。图为爱民农资商店内农民选购农资。 陈云龙 于婷 记者 徐文君 /摄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近日，梅河口市召开“发展农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过
上美好生活”动员会议，推动中
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让全市广大
农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农业农村工作是一场大战
役，事关农村经济提质增效、农
民增收，涉及到近30万农民生产
生活。基于这一认识，今年，梅
河口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加
大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投入力度，
举全市之力，凝干群之智，推动
农业经济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立足高站位高标准，落实强

农富民任务。制定出台扶持政
策，抓好种植业、养殖业、庭院经
济、乡村旅游、农民进城、龙头企
业培育六个方面工作，实施“双
万双千双百”工程和 10 万头肉
牛工程，新增1万户农村市场主
体。通过多点发力，改变农村发
展和农民生活现状，推动“十四
五”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实
现“双翻番”，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进入全
国先进行列，进而推进发展农村
与新区建设齐头并进。

各级党员干部要投入农村
经济发展主战场。市级领导、部
门单位、乡镇干部要既包乡镇、

又包村屯，担任村“第一书记”，
领办市场主体。要建立机关干
部、人才队伍、乡贤能人 3 支千
人队伍，与农户一对一结对子，
把城市工商资本、人力资源、技
术资质、领导力量、干部力量带
到农村一线。村“两委”成员要
当好主心骨，领办合作社。要
通过全市干部共同努力，做到
千斤重担领导干部勇于挑、带
头挑，党员干部、社会各界一起
挑、踊跃挑。

提 高 农 村 经 济 组 织 化 程
度。每个村至少要建立一个专
业合作社，各乡镇要成立农业合
作总社或者企业。建立市乡村

三级农产品供销体系，抓紧完成
国有公司组建工作。同时，加快
建设乡镇特色农产品一条街，统
筹全市农产品产供销各环节，推
动农产品顺畅流通，促进农产品
交易市场有序运行。

出 台 惠 农 富 农 政 策 和 服
务。加大资金投入，争取惠农强
农政策，出台农民进城优惠政策
和“新区专项岗”优惠政策。加
强农业技术指导，强化法律援助
服务，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和宅基
地流转，提供市场主体注册服
务。出台市委、市政府兜底政
策，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市场主体
培育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

梅河口市多点发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讯 张力军 报道 截至
3月3日，全省备春耕生产计划
投入资金 258 亿元，现已筹集
72.7%，同比快 1.1 个百分点；
种子到户到位率 60.6%，同比
快 1.1 个百分点；化肥到户到
位率 37.2%，同比基本持平；
农药到户到位率 16.7%，同比
基本持平。全省已举办各类
培训班 4422 期，共培训各类
人员 129.7 万人次，发放技术
资料 129 万份，指导农民检修
维护农机具67万台套。

目前，全省农业农村部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生产，组织指导各地统
筹疫情防控抓好备春耕生产各
项工作。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

个粮食生产工作指导组，由厅
级领导带队，建立常态化分区
包片工作机制，从备春耕开始
分地区、分阶段深入基层指导
推进粮食生产各项工作。

当前主要是抓好粮食播种
面积和大豆扩种任务落实。下
达粮食和大豆生产目标，组织
各地加强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宣
传贯彻，调动广大农民特别是
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扩豆
积极性，抓好粮食和大豆播种
面积任务落实，扛稳粮食生产
和大豆扩种政治责任。

组织各地加快备春耕资金
物资筹措。抓好备春耕资金落
实。引导农民适时售粮变现，
提高农民自我筹集资金能力，

积极协调银信部门加快放贷，
满足备春耕信贷需求。抓好备
春耕物资准备。协调发改、供
销、交通运输等部门，抓好农
资品种余缺调剂，指导帮助
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企业
稳定生产经营，畅通农资购
销渠道，保障市场供应。积
极应对当前疫情形势，指导
生产企业创新销售方式，通
过网上直销、手机微信和快
手等 APP 订购等多种方式组
织农资销售、配送，到春耕前按
时供应给生产者，确保在春耕
前农资全部到户。

加强农技指导服务。针对
疫情形势，指导各地创新农民
科技培训服务方式，大力开展
线上培训和“不见面”指导服

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
12316 专家热线以及微信、快
手等网络新媒体平台，通过电
视讲座、报纸专栏、热线咨询、
专家直播等多种形式开展农技
培训和指导服务，确保新知识、
新技术、新政策能够及时传递
给农民。

适时启动春耕播种。组织
各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大田
整地，密切关注气温变化，指
导农民适时启动春耕播种，
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和
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作用，抢
抓农时，加快播种进度，提高
播种质量，确保把地种在适
播期内，力争一次播种拿全
苗，为夺取粮食丰收奠定基
础。

我省备春耕进度快质量好

本报讯 张明航 邢连发 姜洪宝
报道 人勤春来早，洮北备耕忙。为
了让农民买到放心的种子、化肥助
力春耕生产，白城市洮北区农业农
村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到各农资市
场就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商品进
行专项检查，为农民全力备耕“保驾
护航”。

在农资销售点，执法人员围绕种
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商品，采取了突
击检查、随机抽样、现场检测等方式，
重点检查了农资经营户的主体资格
是否合法有效、农资产品进货渠道是
否正规，购销台账是否健全，以及农
资是否存在掺杂使假、是否为非法转
基因种子等，确保所售农资产品源头
可溯、去向可追、问题可查、风险可
控。

为确保春耕生产，洮北区坚持以
监督为中心、以宣传为重点、以整治
为手段、以规范为目的，严把生产、流
通和使用环节，着力提高放心农资产
品覆盖率；进一步健全完善农资市场
监管制度，规范农资经营行为，净化
了农资市场，确保农资市场的稳定，
为春耕生产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截至目前，共派出执法人员 130 人
次，种子抽样检测20余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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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阳 尚喜春 报道 扶余
市加大引才、育才力度，搭建聚才平
台，全面营造有利于人才干事创业
的良好环境，为推进全市经济健康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保障。

不拘一格，引入各方英才。加
大人才引进力度，实施优秀人才“雁
归来”计划，引进成熟型的优秀党政
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层次人才
16名。开展“桑梓人才”招聘、“城市
社区工作者”招入等招录活动 11
次，共招聘各类人员719名，其中事
业编制人员 187 名，为全市各项事
业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
础。

灵活多样，培育实用人才。围
绕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
进各类人才培养项目，实施“蓝领培
育计划”，培训新生劳动者、企业在
岗职工等人员共6900余人；组织28
名基层人才参加吉林省基层人才学
历提升计划，340余名乡村致富带头
人参加松原市乡村致富带头人能力
提升计划，为乡村振兴培养储备一
批觉悟高、素质好、能力强的农村实
用人才。

突出重点，打造聚才平台。与
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省内13所高校联合建立

“扶余市人才引培基地”，聘请各高校相关负责人为
扶余市招才引智“人才大使”，依托史丹利化肥扶余
有限公司建立“候鸟型”人才工作站1个，进一步拓宽
引才渠道。全面打造集产业项目中心、干部人才中
心、乡村振兴中心、智慧党建中心、人才服务中心“五
心并联”的“人才之家”综合服务平台，全面形成人才
与产业项目、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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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沫 报道 为
做好 2022 年粮食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工作，日前，
安图县农业农村局举办
2022 年大豆绿色高质高
效种植技术培训班。来
自各乡镇的村干部、种粮
大户共 60 多人参加培
训。

培训中，安图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传
达了《2022年安图县大豆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
实施方案》，明月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结合当前国
际国内大豆产业的发展

态势，重点围绕近年来安
图县种植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阐述了鼓励
扶持大豆产业方面的政
策及措施。随后，省农
科院专家讲解大豆病虫
草害防治技术、大豆生
产与栽培技术等方面内
容，并对现场提问进行详
细解答。

此次培训提升了村
干部及种粮大户对大豆
绿色高效新技术和新品
种的认识水平，进一步促
进了农户种植大豆的积
极性。

安图：办班培训种大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