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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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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到均 王冰莹
记者徐文君 报道 粮丰天下
稳，良田是基础。“你看，这就
是保障我们村粮食稳产的

‘大动脉’。”仲秋时节，站在
长势良好的玉米地边，延吉
市依兰镇古城村党支部书记
马廷元指着今年投入使用的
新水渠和机耕路，兴奋地说：

“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建设，
让土地增产增效，也给村民
带来了实惠。”

古 城 村 有 耕 地 290 公
顷，村里常住人口大多是老
人和孩子，青壮劳动力很
少。为推进农业生产机械
化，减少人力成本，今年，延
吉市在古城村实施并完成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主要
包括田间路 5300 多米、水
渠 1700 多米、石笼护坡挡
墙 800 多立方米以及农涵 4
座。

“去年因为旱情，有的地
块减产三分之一以上。”马廷
元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按 13 公顷地测算，去年每
公顷大约减产3750公斤，直
接经济效益减少5万元。今

年高标准农田项目落地后，
这块地旱了能浇上水，涝了
能排出水，每公顷增产 1500
公斤左右，13 公顷地能增收
4万元左右。”马廷元表示，仅
旱涝保收一项，就极大地提
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纵横分布的灌溉排水
沟渠、直通田间地头的机耕
路……行走在当下的延吉乡
村，随处都能见到与古城村
一样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成
果。据延吉市农业农村局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负责人梅
雪松介绍，近年来，延吉市大
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全面提升农田基础
设施水平，不仅修建灌排沟
渠，解决了旱能浇、涝能排问
题，还修建了大量机耕路，打
通了农机耕作的“最后一公
里”，有效提高了耕地质量和
土地产出率。

“之前我们村田间的这
种硬化路比较少，农业生产
和交通运输很费劲。”朝阳川
镇三成村驻村第一书记金龙
告诉记者，通过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三成村今年新建
田间道路 2.77 公里，路好走
了，农用机械畅通无阻，种地
施肥方便多了，秋收时节也
不怕下雨泥泞了。农业生产
条件的改善，让农民的幸福
感增加。

据悉，2021 年延吉市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2333 公
顷，总投资 4268 万元，建设
地点在朝阳川镇和依兰镇，
计划完成衬砌明渠(沟)2.79
公里，箱涵12座，农桥15座，
水 闸 3 座 ，田 间 硬 化 道 路
26.75公里，坡岸防护1.08万
米。截至目前，已完成项目
总量的 45%，预计今年年底
前全部完成。

“2022 年我们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是 1267 公顷，
计划投资 2800 余万元，建
设地点在三道湾镇，目前已
完 成 勘 察 和 设 计 相 关 工
作。”梅雪松表示，延吉市
将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加强黑土地保护，巩固
提升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使
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引擎。

延吉高标准农田建设保粮丰

本报讯 陈梦昕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9 月 18 日上
午，磐石市在杨靖宇广场举
行九一八事变暨中国共产
党创建抗日武装91周年纪
念活动。省直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吉林市和磐石市的
机关干部、各单位代表以及
少先队员等 800 余人参加
了活动。

9时18分，防空警报鸣
响，全体肃立，缅怀先烈，为
在抗日战争中逝去的同胞
默哀。随后，人们手持鲜
花，来到杨靖宇雕塑前，献
花并鞠躬，表达对革命先烈
的缅怀之情。

磐石市是中国革命老
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
全省“三地”“三摇篮”红色

文 化 的 突 出 代 表 。 1932
年，杨靖宇来到磐石领导抗
日斗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
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创
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
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
地。

参加活动人员还参观
了磐石市抗日斗争纪念
馆。

磐石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91周年

高耸的塔吊伸展着有力
的臂膀，大型挖掘机挥舞着铲
斗，各种施工车辆往来穿梭，
建设者挥汗如雨赶工期……
金秋时节，走进通化县项目建
设工地，处处可见火热的施工
场景，振兴发展之势锐不可
当。

今年，通化县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33 个，总
投资136.84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30.49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
项目25个、10亿元以上项目3
个。为了确保项目尽快落地
开工，相关部门采取提前介
入、容缺受理等方式，缩减审

批时间。实行“领办”“代办”
制，休息日、节假日期间，项目
单位有审批需求的随叫随到、
随到随审，符合审批条件的随
到随批。县发改局围绕破解
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断点，
围绕资金、用工、用料、防疫物
资需求等落实要素保障，为项
目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持。

在总投资20亿元的通化
县安宇生物建设项目现场，工
程车、运料车穿梭不止，工人
干劲十足保质量赶工期……
该项目拥有以美籍华人陈平
博士为代表的专业研发团
队，经过多年努力已研发出

数个人用、兽用疫苗
产品。目前，疫苗车
间、仓储中心、研发
楼、办公楼等主体均
已封顶，正在进行内
部砌筑。据现场施工
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预计年底可实现试生产，建
成后年可实现产值 60 亿元，
增加就业750人。

总投资30亿元的安睿特
生物制药重组人白蛋白项目
是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
制的“三重”项目和吉林省重
点扶持的“双十工程”项目。
据介绍，重组生物制药制造具
有规模最大、发酵与分离纯化
工艺最复杂、分析技术最难、
单一剂量最大、产品纯度最高
等特点。目前，原液生产车
间、制剂及质检楼、仓库及公
寓楼主体施工完成。项目负
责人介绍说：“企业致力于国
家一类新药‘重组人白蛋白注
射液’的产业化开发及规模化
生产。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土
建工程基本完成，预计 2024
年投产。”

在重点项目建设高歌猛
进的同时，华夏药业异地搬

迁、山城公司医药包材、金汇
药业生产基地、恒如电站等一
大批好项目正开足马力，按照
工期进度全力建设。

在优势产业“老树开新
枝”、新兴产业“新芽成大树”
的同时，通化县更加注重民生
项目的建设。乌拉草沟河综
合改造项目改造河道 1.3 公
里，总规划面积约 5.22 公顷，
分为文化水岸段、活动城市段
和人居休闲段。建设者抢抓
施工黄金期，施工人员加班加
点施工，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已于6月全面开放，为居民提
供了集健康养生、自然生态、
科普教育多功能于一体的休
闲娱乐空间。经过干部群众
共同努力，污水处理厂扩建项
目已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
一个又一个民生项目的建成，
使群众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奋楫扬帆势如虹
——通化县项目建设高歌猛进

□ 王猛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9月16日，在国家召开全
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我省
接续召开全省秋季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对全省
秋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我省从 9 月
15 日起正式进入秋季森林
草原防火期，入汛以来全省
降雨超过历史极值，林下杂
草生长旺盛，可燃物载量
大。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
识今年秋防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提
前研判可能出现的风险、困
难和挑战，从严从实做好今
年秋防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要求，全面巩固深化
连续 41 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工作成果，紧盯“遏制重大
森 林 火 灾 ”总 目 标 ，把 好

“五道关”，守住“安全线”，
坚决打好打赢秋防“攻坚
战”。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
门要强化火源管控，严格落
实林区“十不准”，野外用火

“十禁止”等规定，发挥5283
处检查站、两万余名护林员
作用，严管重点人群，坚决
把火种火源堵在山下林外；
紧盯关键时期、重要节点，
突出重点区域，督促隐患整
改，加强安全防范；增强科
学扑火水平，把确保人员安
全作为救火工作的底线；加
强预案体系建设，做到因险
设防、因险施策、因险而动；
要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做到
指挥系统、人员力量、灭火
装备“三靠前”，确保打早打
小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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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龙潭区江北乡北山村

种植的红辣椒喜获丰收。该村采

用订单、种植、深加工结合的模

式，通过红辣椒产业壮大村集体

经济。该村今年流转约 10 公顷

土地作为红辣椒地块，预计总收

入可达25万元。李婷 丁美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