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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吉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县域名片
双阳区位于长春市东南部，区域面积

1677 平方公里，总人口 33.6 万。境内共
有中小河流28条，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为2.16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多年
平均量为1.498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多
年平均量为0.926亿立方米。

2022年7月，双阳区入选全国第五批
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区。

近年来，长春市双阳区深入贯彻省市推
动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总体部署，全面落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坚持抓源头止浪费、
抓过程提效率、抓末端促循环，着力构建人水
和谐的水资源环境，打造山水相融、城景相依
的长春都市后花园。

做好“三篇文章”全面落实管水责任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建设，工
作中注重理顺体制、厘清机制，构建了上下联
动、多方协同、权责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文章。成立双阳区节水型
社会达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双阳区节约用
水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双阳区节水型社会达
标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各乡镇（街道）、部门
职责，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确
保节水工作有人抓、节水责任能落实。二是
做好刚性约束文章。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出台《双阳区地下水取用总量和水
位双控方案》，持续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行动，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均完成目标任务。三是做好资源配置文
章。依托全省大水网建设，以提高用水效率
为核心，编制了《双阳区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
规划》《双阳区再生水利用规划》，合理统筹地
表水、地下水、再生水，切实优化水资源配置
格局。

抓牢“三项重点”精准有力节约用水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
程，始终把水资源作为服务生产生活的基本
要素，统筹推进工业、农业、生活三大领域节
水改造，水资源实现集约高效利用。一是抓
工业节水减排。紧盯高耗能用水企业，开展
节水技术攻关行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热电分公司被评为2022年度吉林省节水
型企业，有效带动了全区工业领域节水能力
整体提升。二是抓农业节水增效。通过优化
农作物种植结构、推广畜牧业节水等方式开
展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结合黑土地保护及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善农业节水灌溉工
程，新建衬砌明渠 36.47 公里、水闸及分水口
179个，农业用水效率明显提升。三是抓城镇
节水降损。持续推进城镇节水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 2200 万元改造城区老旧供水管网
13.6公里，更换超期水表7500块，全面排查城
区供水管网、及时处置管道漏点，城市公共供
水管网漏损率降低至10%以内。

下好“三盘棋”有效实施全域治水

系统治理是解决水问题的重要路径，坚
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
任，切实把自然资源保护好、把环境污染治理
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一是下好“源头治理
棋”。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开展“雷霆护
水”“中国亮剑2022”等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
击饮马河双阳段河砂盗采盗运等非法行为。
累计投入各类污染防治资金 26.7 亿元，改造
主城区雨污分流管道105公里，提标改造城区
第三污水处理厂，乡镇（街道）污水处理设施
全部投入使用，2022 年双阳区各考核断面年
均水质均达到Ⅲ类标准，水体优良比例达到
100%。二是下好“生态修复棋”。投资2.88亿
元实施饮马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与绿水长
廊项目7个，建设绿水长廊69.52公里，实施双
阳河流域治理清淤疏浚和生态保护工程，生
态修复河道38公里，河道行洪能力持续改善，
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三是下好“用水监管
棋”。加强重点用水单位监控力度，对纳入取
水许可管理的取水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更
新电子远传水表等智能设备，实时监测用水
情况，切实提升信息化、数据化管水能力。

围绕“三个维度”积极营造惜水氛围

积极开展全领 域 、多 层
面、多角度宣传教育，让珍惜
水资源成为全区共识、全民行
动。一是提升宣传广度。聚

焦“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点，组
织开展以积极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双阳水利”微信公
众平台推送《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官方
解读等节水宣传内容，在“节水中国”网站
联合行动专区发布节水宣传活动，营造全社
会惜水、护水、爱水的良好氛围。二是拓展
教育深度。积极推进节水宣传进机关、进企
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利用电子屏幕
播放节约用水公益视频，在主要街路悬挂宣
传条幅、张贴宣传海报 3200 余张，发放节水
知识口袋书 5000 余册，引导市民深刻认识
水资源的宝贵，推动节水成为全社会的自觉
行动。三是加大选树力度。大力开展节水
型小区、节水型企业、节水型机关、节水型
学校、节水型社区等创建活动，全区共创建
节水型载体 61 个，通过示范先行、以点带面
激发社会各界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积极
性。

节水护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双阳区
将以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区为新的起
点，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思
路，积极创新工作举措，全面加强水资源管
理，努力推动新时代节水护水工作取得新成
效、再上新台阶。

落实新时代治水思路 争当节水型社会典范
长春市双阳区委书记 曲春雨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道 智慧
农业和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
必然趋势，推动智慧农业和数字乡
村协调高效发展对提高全省农业农
村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意
义重大。为加速推进智慧农业和数
字乡村发展进程，助力农业农村现
代化和“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今年，我省从五个方面全面推进
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协调高效发
展。

加快推进“吉农云”全覆盖应
用。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启动第三
批“数字村”建设，打通“吉农云”平
台末端应用“最后一公里”，加快建
成省、市、县、乡、村五级架构网络服
务体系，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销
售、农民生活、乡村治理四大领域为
全省农业农村创新发展注入新活
力，激发新动能。到 2024 年底，全
省“数字村”建成数量力争达到行政
村总数的 20%以上；支持工作基础
较好、数字化转型意愿强烈的县（
市、区）整县建设“数字村 ”。到
2025年底，力争每个市（州）至少有
1 个县（市、区）实现“数字村”全覆
盖，全省“数字村”建成数量力争达
到行政村总数的 35%以上。延边
州、通化市、白山市要加强对抵边一
线行政村的正向引导，到2025年底
力争实现 216 个重点边境村“数字
村”建设全覆盖。

加快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
字化转型。以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载体和切入
点，部署建设一批经营基础好、带动
能力强的“数字合作社”和“数字家
庭农场”，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
融合，辐射带动全省农业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优先支持县级以上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以
及“数字村”内的新型经营主体开
展数字化转型。省农业农村厅协调
相关运营单位免费为数字化转型主
体部署安装“吉农云“农业经营主体

应用管理系统，并做好系统应用培
训。各市（州）要扎实做好宣传引导
和摸底推荐。到2024年底，全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转型总数力
争达到2000个左右，其中前两批已
建成的578个“数字村”和今年新建

“数字村”，每个村原则上要实现至
少1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转
型。到2025年底，“一村一主体”数
字化转型数量力争达到 4000 个左
右。

加快实施智慧农业基地三级联

建。继续支持具有一定农业生产规
模的大田种植、园艺特产、水产、农
机、休闲农业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开展省级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工
作，同时将符合条件的MAP技术服
务中心纳入认定范围，在省内东、
中、西不同区域打造一批智慧农业
头部主体。从2025年开始，省级智
慧农业示范基地将优先从市级智慧
农业基地中择优评选，各市(州)要参
照省级认定标准，抓紧制定本级办
法，迅速启动市(州)级智慧农业基地

认定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
开展县级智慧农业基地认定，推动
全省农业生产数字化应用由“点”向

“面”拓展铺开。
加快建成智慧农业相关项目。

发挥项目牵引和带动作用，加快建
成一批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
地项目(玉米)和省级未来农场(智慧
农场)项目，谋划储备一批水稻种
植、畜牧养殖创新应用基地项目，吸
引更多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向智
慧农业领域。各市(州)要加强行业
指导服务，压紧压实相关县(市、区)
属地责任，进一步提高项目建设进
度和资金兑付进度，确保到2024年
6月，超期项目全部完成建设结项。
到2024年底，在建项目全部完成建
设任务；到 2025 年底，新增储备入
库项目3个以上，总数达到15个以
上。

加快建设玉米全产业链大数据
平台。与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
心合作共建全国玉米全产业链大数
据平台，全面应用农作物全产业链
数字化解决方案，打造“农机、农艺、
农数”相融合的单产提升和产销一
体化智慧农业生产经营新样板，引
领玉米产业发展新格局。各市(州)
要组织所辖县(市、区)储备和推荐一
批玉米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示范基
地(合作社)，力争 2024 年全省示范
面积达到15万亩以上，示范基地数
量达到 50 个以上。到 2025 年推广
面积达到 100 万亩以上，示范基地
数量发展到300个以上。

我省全面推进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协调高效发展

我省加快推进“吉农云”全覆盖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