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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昊 记者 郭
小宇 实习生 马鸣馨 报
道 近年来，临江市在强化
新业态企业党建方面积极
尝试，通过强化指导、机制
保障、暖心服务，探索实施

“强‘新’暖心”行动，逐步
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培育
成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
群众的重要平台，推动基
层治理的重要载体。

紧盯组织建设，筑牢
“红色根基”。采用组织部
门牵头抓总、行管部门协
同作战、乡镇(街道)兜底
管理的工作模式，实现全
市 7 家新业态企业“两个
全覆盖”。选派“党建专
员”入驻美团外卖党支
部，指导打造“红心领航、
团结协作、务实笃行”的

“红心小蜜蜂”党建品牌，
示范带动新兴领域党建
工作提档升级。

强化工作保障，做优
暖“新”服务。统筹商圈
党建驿站、社区网格服务
站等党群阵地资源，精心
打造新就业群体“暖心驿
站”7个，常态化提供充电
饮水、取暖歇息等服务;紧
盯新业态党组织实际需
求，联合市监、工会等部
门助企打造“红心蜂巢”
党员活动阵地，免费为71
名“小哥”“骑手”提供意外伤害互助保险，全
面增强从业人员幸福感、安全感。

发挥“蜂群”实效，服务基层治理。“三
城”创建工作中，鼓励、引导 65 名从业人员
到社区担任“志愿网格员”，全面发挥其走街
串巷和“移动探头”优势，“随手”反馈、解决
城市治理各类问题24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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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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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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职称是荣誉，更是激励。
农民评职称不但能带动同行业具有
较高专业技能的人才扎根乡村，更有
助于挖掘激励农业人才成长，提高广
大农民学习和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知
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建设新农
村、推进乡村振兴壮大人才队伍。”前
不久，德惠市德源牧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兴龙，又多了一个身份，获评吉
林省乡村振兴农经师高级职称。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为了更
好地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
功立业，让更多的“土专家”和“田秀
才”脱颖而出，去年，我省人社部门探
索为乡村振兴人才评职称，专门制定

《吉林省乡村振兴人才职称评审实施
办法（试行）》，明确评审主要面向长
期扎根基层、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

民、技术能手、电商营销人员等，设置
乡村振兴农经师、乡村振兴农艺师、
乡村振兴电商营销师等9个专业，每
个专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副高
级）3个层级。两年来，我省已有3962
名乡村振兴人才获评职称，其中有
600名乡村能人获评高级职称。

“通过创新乡村振兴人才评价标
准、体系和方式，在培训人才、关爱人
才、用好人才方面助力乡村人才跨越
式发展，为全省乡村振兴选拔出有水
平、接地气、能带动、合民意的人才。”
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
张福新说，“通过‘正名’‘授权’的方
式，进一步增强乡村振兴人才的荣誉
感、使命感和创造力，为我省乡村振
兴事业强支撑、扬优势、增动力。”

“没想到农民也能评职称，这是

对农民技能水平的认可。拿到‘官方
认证’的职称证书，感觉沉甸甸的。”
张兴龙返乡创业后，摸索出鸡舍标准
化清理消毒流程，使原来每批肉鸡出
栏后14至21天的空栏期缩短至4至
7天，每个养殖场每年可多养1至2批
鸡。在他看来，高级职称是对自己专
业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认可，也是
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证”。

乡村振兴人才获评职称，除了个
人荣誉感、社会认同感提升，还有配
套的奖励补助和政策倾斜，进一步激
发了他们扎根乡村的热情。张福新
表示，有了职称加持，返乡创业人才
能更好发挥“领头雁”作用，带动农业
技术人员提升能力素质。

据悉，2023 年我省将再为 2000
名乡村振兴人才评定职称。

两年来，我省有3962名乡村振兴人才获评职称，其中有600名乡村能人获

评高级职称——

让更多“田秀才”“土专家”脱颖而出
□吉林日报记者 万双

本报讯 张志勇 记者 徐文
君 实习生 王者 报道 近年来，汪
清县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
稳产丰产、节本增效导向，大力
实施保护性耕作项目，不断提升
全县农业社会化、专业化，市场
化水平。

坚持高位推动，组织领导到
位，汪清县将保护性耕作列入县
政府年度重点工作，先后成立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汪
清县黑土地保护领导小组和保
护性耕作推进行动领导小组，立
足全县农业生产实际，制定出台
政策措施，明确目标导向、规范
工作程序，以“早谋划、早部署、
早实施”的原则，确定实施范围
和作业地块，依托“两区”划定成
果，优先落实到粮食生产功能
区，2022年实施保护性耕作作业

面积 11.66 万亩，较 2020 年增长
85%，实现了重点突破和整体提
升。

坚持舆论导向，宣传培训到
位，汪清县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
网络媒体双向发力，持续强化保
护性耕作的科普和推广，并制定
了实施方案。今年以来，在全县
范围内创新开展“科学保护人人
受益，黑土良田代代相传”主题
宣传活动，以县级行业主管部门
统筹指导、乡镇分类实施、村级
具体落实的方式，累计悬挂条幅
200个、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围
绕保护性耕作、耕地深松等生产
技术，开展专题培训班4次，受益
人数400余人，形成了县乡村三
级联动的格局。以线上直播形
式召开示范区保护性耕作少耕
播种现场观摩会、示范区秸秆全

量覆盖还田免耕播种作业现场
观摩会，累计观看达1580 人次，
为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和应
用，营造了良好宣传氛围。

坚持分类施策，规范管理到
位。按时向国家和省级主管部
门报送作业进度和进展数据，按
照一户一档、分类归档的原则，
明确专人负责，健全档案管理。
县农业农村部门成立技术服务
专家团队，依托田间学校、农技
下乡等活动，因地制宜，深入乡
镇和村屯，对作业户、农户进行
一对一跟踪指导和技术培训，有
效破解涝洼地、坡耕地等实施保
护性耕作技术难题。

坚持示范引领，措施落实到
位。汪清县 2020-2022 年实施
面积中合格面积比例在全省位
居前列，严格落实约束性任务指

标，确保专款专用，2020 年度、
2021 年度作业补助资金兑付率
100%，为保障春播生产，汪清县
于2022年8月初完成项目验收，
8月末完成资金兑付。全县免耕
机保有量465台（套）、安装信息
化作业监测设备296台（套），信
息化作业监测终端实现全覆盖，
今年通过监测终端判定作业地
块实施效果的比例达100%。建
成县级高标准应用基地1500亩，
乡（镇）级高标准应用基地 600
亩，重点推广秸秆全量还田免耕
播种技术和“梨树模式”，加大保
护性耕作技术应用力度，累计示
范带动农户 700 户。实施地块
中高质量作业地块比例在 95%
以上，亩均增产 400 斤以上，切
实改善了土壤环境，减少风蚀
水蚀，提高农民收入。

激发黑土地保护内生动力

汪清推进保护性耕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