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4年6月 日 星期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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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云 记者 徐
文君 周硕 报道 5 月 31 日，由
省农业农村厅和吉林大学主
办、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
会协办的全省十大产业集群
暨农产品加工企业科企对接
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活动以

“科技牵手企业赋能，推动产
业提质增效”为主题，旨在进
一步畅通全省农产品加工企
业与科研院校的沟通合作渠
道，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麦
朝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科研院
所、农业农村系统和行业协会
提出了期望和要求。他希望
农产品加工企业进一步实施

科技引领，通过培育高精尖技
术人才、谋划精深加工项目、
引进转化科技成果，加快企业
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
期望科研院所充分发挥高能
智力作用，培育更多研发型高
端人才，加快重大科技攻关，
帮助企业解决在技术转型升
级等方面难题，当好“孵化器”
和“加速器”，赋能产业发展；
要求农业农村系统和龙头企
业协会强化服务意识，精准掌
握企业的科技需求和科研部
门的研发成果，建立“企业出
题、政府答题”机制，持续为企
业和科研部门创造交流合作
机会，助力先进技术成果落地
转化，增添企业发展内生动

力。
对接活动中，吉林大学代

表专家顾问团宣读了科技院
校服务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倡
议；省农业农村厅介绍了开展
全省科技服务十大产业集群
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活动情况，
并向科技专家代表颁发聘书；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负责同志介绍农产品加工企
业科研技术需求；吉林大学等
科研院校分别推介科研成果，
并与各市（州）现场签订科技
服务协议。

对接活动共介绍 70 家企
业 113 项技术需求，推介科研
成果257个，112户农产品加工
企业与186个专家团队“结对”

成功，还为首批百位专家颁发
聘书。本次活动实现了专家
与企业零距离互动，有效帮助
农产品加工企业妥善解决在
技术转型升级等方面遇到的
诸多难题，助推我省农产品加
工业高质量发展。

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有
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延
边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工商
学院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等
相关院所负责同志，十大产业
集群牵头单位相关处（室）负
责人，各市（州）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同志，省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协会相关负责同志，以
及104名农产品加工企业代表
出席活动。

科技牵手企业赋能 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我省举办十大产业集群暨农产品加工企业科企对接活动

本报讯 任延俊 记者
吴连祥 实习生 孙德亮 报
道 初夏时节，通化县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如火如荼，
38户低收入群体的危房改
造全面开工，预计9月底全
部竣工并达到入住条件。

农村危房改造是改善
和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住
房条件的一项重要民生工

程，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
础。因此，通化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把这项工作摆
到突出位置来抓，安排工
作专班，负责落实推进。
经认真核实、评估认定，全
县确定 38 户为 2024 年农
村危房改造对象，并上报
省住建厅争取补助资金，
为推进农村危房改造顺利

完成提供了资金保障。
为了让困难群众住得

放心、舒心，该县不仅在房
屋设计上提供免费技术服
务，还专门举办培训班，对
农村建筑工匠进行专业技
术水平和质量安全意识提
升培训。同时，按照因地
制宜原则，创新建筑风格，
切实把好质量关，把昔日

的危房改造成为群众心里
的“满意房”“放心房”。

高质高效实施农村危
房改造工程，改善了低收
入群体的居住条件，让他
们告别了存在安全隐患的
旧房子，住进了安全舒适
的新居。大泉源乡升平村
农民蔡兴才高兴地说：“感
谢党和政府，让我住上了
这么好的房子。”

通化县高质量抓好农村危房改造

5月的长白山腹地，草长树萌、
万物生发。嫩绿的树叶，柔柔的水
草，碧绿的溪水，一切生机勃勃。
令人欣喜的是，一巢又一巢的中华
秋沙鸭雏鸟从高高的树上勇敢跳
下，跟着“妈妈”在春日的溪水中自
由欢快地觅食、嬉戏。

记者在吉林园池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头道白河支流和松江
河林业有限公司松江河上游，持续
蹲守，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
华秋沙鸭雏鸟跳巢及浮水、潜水、
觅食等生存技能练习和雌性亚成
体探巢、入巢、出巢练习及觅食、栖
息的生动有趣画面。

近年来，园池湿地保护区实施
了一系列保护举措，为中华秋沙鸭
撑起了“保护伞”，保护区种群数
量稳步提升。截至目前，来吉林园
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停歇的
中华秋沙鸭共有 40 余只，共有
14 个仿生巢和 4 个天然巢入住
中华秋沙鸭，已有 5 个巢成功完
成孵化，新跳巢幼雏数量达 51
只，其他巢穴的秋沙鸭正在孵化
中。

松江河林业有限公司资源处
副处长关庆涛说：“2024年，制作并
悬挂了 10 个中华秋沙鸭仿生巢。
目前，辖区内共安装 30 个中华秋

沙鸭仿生巢。据监测，今年的仿生
巢入巢率在70%左右。”

“2021 年至今，我们共安装 3
套监控系统14个高清交通专用半
球摄像机，对辖区中华秋沙鸭重要
栖息地、自然保护区等地的环境及
种群栖息情况进行监测。2024年，
我们又在仿生巢内安装了 5 台巢
内监测设备，对中华秋沙鸭繁殖期
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测，为有效保护
和监测中华秋沙鸭提供科技支
撑。”

截至目前，松江河林业有限公
司辖区已监测到的稳定种群数量
为 100 只左右，其中成鸭 48 只，幼

鸭52只。
多年来，我省在中华秋沙

鸭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据2023年统计，在
吉林省繁衍停歇的中华秋沙
鸭已有 600 多只，是 5 年前的
1倍多。

今年以来，省林业和草原局严
格落实《中华秋沙鸭野外种群监测
巡护制度》，积极组织“两地十区
十五站”开展中华秋沙鸭野外种群
及其栖息地监测，继续开展全省迁
徙水鸟同步调查，进一步摸清
迁徙水鸟种群数量和迁徙规
律。扎实做好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监测防控、收容救护、
专项执法以及候鸟保护等
工作。积极发挥省市县打
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
门间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持续
开展“清风行动”、网盾行动等专
项执法活动，切实保护了野外种
群及其栖息生境安全。

繁 衍 生 息 育 雏 忙
——我省中华秋沙鸭保护成果丰硕

赵冷冰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实习生 赵世康

本报讯 李坤 宫美奇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践行文
明婚俗新风尚，争做文明
有礼靖宇人。为持续推进
移风易俗，引导群众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婚姻观，5
月31日，靖宇县在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社区
活动室开展“抵制高额彩
礼 倡导文明婚俗”主题宣
讲活动。

宣讲现场，志愿者用
简洁通俗的语言、具体详
实的案例，向大家阐述了

“高价彩礼”产生的原因和
带来的不良影响，介绍解
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中关于彩礼认
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

诉讼主体资格等社会关
注度较高的问题，呼吁
大 家 自 觉 抵 制 高 额 彩
礼，拒绝互相攀比，用实
际行动营造自由平等、
节俭文明的婚嫁新风。

为提高宣讲活动受众
的针对性，活动邀请了部
分青年志愿者、妇女代表、

“五老”志愿者、志愿服务
组织代表及社区居民 70
余人参加。靖宇县将充分
发挥文明实践阵地的“桥
梁”“纽带”作用，用好贴近
基层的“小阵地”，架好服
务群众的“连心桥”，持续
开展形式多样的移风易俗
主题宣传活动，引领群众
树立正确的婚嫁观念和简
约适度的婚俗礼仪，让移
风易俗在群众心中生根发
芽。

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
靖宇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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