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4年5月 日 星期六18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抖音号jlncb1955

本报讯 记者 万双 报道 近
日，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
技能大赛在贵州贵阳举行。通
过层层选拔推荐，我省选派 22
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项目的比
赛，另有5名乡村工匠参与展示
交流。

大赛旨在全面展示乡村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激励各
类人才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大
显 身 手 、施 展 才 华 、建 功 立
业。

大赛以“展技能风采 促乡
村振兴”为主题，围绕农村实

用技能，设砌筑、汽车维修、农
机修理、电工、美发、养老护理、
育婴、中式面点、餐厅服务、电
子商务、茶艺11个比赛项目，每
个比赛项目均设置职工组和
学生组。此外，为更好结合乡
村特色、展现传统技艺，将手
工刺绣、手工编织作为表演项
目。

在大赛中，我省入选第一
批乡村工匠名师的9位名师作
品亮相乡村工匠名师作品展。

《挂钱福禄寿喜财》《仙草圣参》
《玉叶包包》《龙纳富贵》等作

品，涵盖剪纸、草编、钩编、刺绣
等门类，件件作品技艺精湛、造
型精美。

“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
大赛能够让技能人才开阔视
野，拓宽他们创新的思路，点燃
技能人才引擎，不仅能够实现
人人皆可成才，更能够激发
技能人才的使命担当，在乡
村振兴中大有可为。”省人社
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崔高
嵩说。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
性比赛，通过比赛既可以提高

我的专业技能水平，又可以学
到如何与老年人进行有效沟
通，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
练。”养老护理（职工组）吉林代
表团参赛选手赵蒙蒙说。

近年来，省人社厅立足部
门职能，全力在引人才、增人
气、聚人心上下功夫，不断加大
引才聚才力度、创新创业扶持
力度、人才服务保障力度，全面
激活人才动能，让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把人才“第一资源”转
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第一动
力”。

展技能风采 促乡村振兴

我省22名选手角逐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百姓的
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了，这就要求我
们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

业内专家认为，“大食物观”的提
出，为森林“粮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粮食安全、食物安全内涵不断
深化和拓展的时代背景下，吉林是否
有底气，为保证粮食安全贡献林草力
量？吉林能否抓住机遇，为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更多可能？

产业发展优势几何？
“家底”丰厚林下生金

春日阳光下，蕴藏于泥土之中的
山野美味，破土而出、抽芽吐绿。挖
菜人满载而归，食用山珍野菜陆续从
大山“走”出，俏销市场。

天光渐亮，人声嘈杂。集安早市
上，刺嫩芽、山芹菜、林下参、松茸等
新鲜上市，生态又美味。这热闹的一
隅，既是烟火气的集萃之地，又是山
林慷慨馈赠的生动展示。

集安依托良好的森林资源优势，
谋定林下特色种植养殖为发展重点，
把林下经济培育成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和林农增收的增长点。

从集安看吉林，全省森林资源底
气充盈。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森林覆盖率
45.42%，森林蓄积量11.09亿立方米，
在全国排位分别达到第 10 位、第 6
位。

这一片山林，是宝库，亦是粮仓。
2023 年，全省利用林地发展林

特产业规模达到 1725 万亩，生产经

济林产品58万吨。
数据显示，林草行业总产值从

2019 年的 1100 亿元，增加到 2023 年
的15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

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既有深厚
“家底”的优势加持，又有政策利好的
协同推进。

近十余年来，三北工程、天保工
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重点林业生
态修复治理项目从未止步，生态资源
得到全面保护改善。

《吉 林 省 林 下 经 济 发 展 规 划
（2021—2025年）》《吉林省林业和草
原发展“十四五”规划》《吉林省林草
产业转型发展规划（2021—2030年）》
的相继出台，已于顶层设计上明晰了
林草产业发展的未来路径。

大食物观，是传统粮食观的延
伸，将食物获取途径从耕地资源外延
到整个国土资源。拥有882.98万公
顷林地的吉林，挖掘开发森林食物，
有优势，亦有底气。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构建
多元发展农业产业体系。林草产业
作为多元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
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打造更丰富的
产业业态，释放更多的“两山”效益，
带动林草产业整体跃升。

“林+”文章如何实践？
因地制宜深挖潜力

林草资源大省如何将发展优势
逐步变为现实产量？

从时下看，一个明显现象是，扩
规模、强技术、补链条、树品牌，吉林
正探索出一条愈加成熟的林草产业
前行路径，在做优做强森林食品上渐
入佳境。

今年年初，一场关于吉林特产的
大摸底，让我省蓝莓火出圈，话题冲
上热搜。

白山，是国内蓝莓五大优势产区
之一，也是国内蓝莓最晚熟的地区。
春寒料峭之时，科技暖棚里莓果满
枝；盛夏时节，种植基地中蓝莓果树
铺满山头。

长白山林区是我省蓝莓主产区，
产业规模最大，完善成熟的产业链条
每年催生8亿余元产值。

白山蓝莓产业的发展路径，既有
个性，也有共性。优良的生态做底，
利好的政策加持，强大的市场需求牵
引，林草产业对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有
了更多思考和审视，催生出充分体现
产业特色的“林+”发展模式。

何谓“林+”发展模式？依托森
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

经营原则，在林地、林下以及林内，开
展种植、养殖、采集与加工。

林果模式、林药模式、林菜模式、
林蛙模式……一座多元立体的森林

“粮仓”呼之欲出。
“在发展模式上，林草产业集约

化、集群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红松果、
林下参、蓝莓、桑黄、榛子等特色林产
品及其加工制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中的份额不断增加。”省林业和草
原局科技产业处处长谭国庆说，针对

“林+”发展模式，我省林草部门已起
草了《吉林省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也
正在编制专项产业发展规划。

根据资源禀赋的因地制宜，为林
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更多可能。

区域差异如何布局？
资源细化赋能产业

如果说“林+”模式是立足“大国
土”拓展出的“食物地图”，那么依托
区域差异设定的发展路径则是资源
细化后的产业布局。

吉林，东部多山地，中部半山丘
陵，西部风沙平原。自然禀赋迥异之
下，如何有力放大与激活绿色优势，
成为吉林林草产业着墨的重点方向。

放眼东部，密林深深、松涛阵阵，

每年都有大量优质松子和中药材推
向市场；

俯瞰中部，这里有“中国梅花鹿
种源养殖示范县（区）”、梅花鹿国家
级保种场，全产业链条风生水起；

远眺西部，沙棘、山杏、枸杞……
生态与经济兼用的树种在沙地中铺
展，激活释放生态和经济双重效益。

纵观东中西部，自然差异造就了
地方特色，这也正是构建林草产业三
大布局的基础和支撑。

在《吉林省林下经济发展规划
（2021—2025年）》中，明晰了东部红
松特色资源产业、林下中药材产业，
中部特色经济动物养殖业，西部抗旱
固沙经济作物和药材的产业格局。

“东中西三大布局符合我省林下
产业实际，具有绿色、循环、可持续等
特点，在丰富林草经济业态、缩短经
济发展周期、增加产业产品附加值、
促进林草可持续发展和职工群众增
收等方面，成效显著。”谭国庆表示，
这些为践行大食物观奠定了坚实基
础与可靠保障。

合理规划的布局为构建产业发
展最优格局提供支撑。

24 户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10 个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的
带动和引领作用强劲，14 个林特产
业示范县实现产值757.5亿元。林草
产业倍增行动屡添新果。

三大布局之下，产业规模扩大，
产业链条延伸，产业效益提升。而跳
出产业看，依托森林供给食物的基础
更为扎实、品类更为更富、潜力更为
可观，这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且看林中蕴“粮”丰
——大食物观视野下我省林草产业观察

本报记者 陈沫

近年来，长春
市九台区土们岭
街道马鞍山村把
农业采摘、民宿体
验、研学观光、爱
国主义教育、康养
度假等各具特色
的旅游产品串联
起来，以农文旅融
合的创新点为突
破口，打造“村强、
民富、景美、人和”
美丽乡村。

李广友/摄

农时催人忙。连日来，舒兰市水稻插秧陆续
展开，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今年，全市水稻种
植面积预计可达7.5万公顷。

在平安镇金星村学明家庭农场，工人忙着运
秧、托秧、上秧，农机手熟练地操作插秧机在水田
里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从插秧机苗盘上依次滑
落，整齐地植入手中，为稻田披上“绿装”。

今年，种粮大户李学明种植水稻90公顷，十台
插秧机不停工作，每次插8行，预计四五天就能完
成水稻插秧工作。

李学明说:“现在有机械帮忙，种地很轻松，以
前人工插秧，不但不好雇人，而且费用也高，现在
用插秧机，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

去年，李学明 118公顷水稻实现了增产增收。
今年在国家惠农政策的鼓励下，信心更足了。

农民常鹤君说:“现在不仅有良田、良种，还有
良机和良法，我们种地的积极性更高了。”

近年来，舒兰市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
力，并通过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
不断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舒兰市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
业生产指导服务，保证粮食增产增收，保障粮食安
全。

水稻插秧忙
田野披“绿装”

于婷 肖桂仙 本报记者 徐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