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帅 报道 8月27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亭主持召
开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标对表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坚持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改革为
动力创新体制机制，破解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堵点难点，突出品种选
育、种植、溯源、检测、加工、流通、品
牌建设等重点环节，谋划有效工作
抓手，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加快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会议分析了人参产业发展、科
技创新、标准制定、规范市场秩序等
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问题，部署下步
工作。

胡玉亭强调，人参是吉林得天
独厚的特色优势资源，人参产业是
极具发展潜力的富民产业，也是吉
林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要坚
持问题导向，尊重规律，创新举措，
补齐短板，有效兑现特色资源价值。

一要进一步强化统筹规划。按
照省委总体要求，统筹考虑规范化
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
场化运作、品牌化发展等产业链上

下游，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在
“十四五”专项规划基础上，研究出
台人参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
总体方向、重点任务、预期效果、政
策措施，以更高站位推动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全面做好宜参地资源
普查，强化人参生产基地质量管理
和全程溯源，夯实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基础。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
聚焦关键环节、重点问题，拿出具体
解决方案，突出操作性、可行性，以
务实举措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上台阶。

二要全面规范人参流通交易市

场。进一步优化制度流程、体制机
制，规范检验检测标准，提升科学
性、权威性、适用性。科学划定溯源
赋码场景，加大对假冒伪劣、残留超
标、虚假鉴定、扰乱市场等问题的打
击力度，建立失信黑名单，鼓励引导
诚信经营。评估现有人参标准体
系，对标国际，先立后破，补充完善
全链条标准体系，增强人参主产区
标准话语权。

三要强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培育。统筹各类科研资源，持续加
强机理研究、应用研究，结合产业发
展需求凝练科研课题，纳入全省有

组织聚力攻坚专项，大力推动科研
成果落地转化。创新产业扶持政
策，设立人参产业投资基金，培育壮
大龙头企业，大力推进产品开发和
品牌建设，引领人参产业尽快做强
做优做大。

四要加强市场拓展。全方位、
全链条挖掘拓展人参食品、保健品、
药品、化妆品等应用场景，加强人参
功效科普和文化宣传，讲好吉林人
参故事。评估选择先行先试切入
点，研究探索切实可行的医保政策，
助推人参走进千家万户，提升全民
健康水平。

胡玉亭主持召开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

以改革为动力攻坚克难 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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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毕馨予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今年以来，桦甸经济开
发区围绕“1321”产业体系构建
目标，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发展、
资源集约利用、平台支撑强劲、
要素保障齐全的优势功能，以抓
招商、上项目、保运行、优环境为
核心要务，园区综合发展效能高
效迸发，奋力助推全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

强化工作机制，实现招商引
资新突破。成立专门招商机构，
在现设机构基础上，内部成立 5
个招商局，解决招商人员不足、
力量不均衡的问题。召开招商
引资专题培训会，细化考核办
法，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人人争
做招商引资的“行家里手”。上
半年，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
商洽谈活动 16 次，收集人脉信

息 54 条，谋划包装产业项目 12
个，重点跟踪推进项目 25 个，预
计总投资达 30.15 亿元。

加快项目建设，落实项目包
保新体系。针对新建、续建和签
约项目，分类研究推进措施，实
施“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个部
门、一个班子、一抓到底”的“五
个一”包保工作机制。扎实推进
五化落实，挂图作战，倒排工期，
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存在的9大
类35项难题，推进项目建设提速
增效。上半年，桦甸经济开发区
重点推进建设项目17个，总投资
34.57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建
设项目 15 个，开工率达到 88%，
预计10月末实现全部开工建设。

创优营商环境，优化服务企
业新举措。做到“企业有事马上
办”，以“妈妈式”贴心服务，努力

打造环境最优、服务最好、效率
最高、保障最强的营商环境。为
吉林全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吉林观澜再生资源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等8户企业，2小时内办完
营业执照注册；为铸新水泥、金
百穗等 7 户企业，解决运行资金
1860万元；拓展“九解一协调”服
务企业、“24小时网络直通车”和
每周入企服企等渠道，收集企业
诉求78条，办结率达100%。

截至 7 月末，桦甸经济开发
区完成全口径税收收入 3.52 亿
元，同比增长24.5%，完成地方级
税收收入 1.1 亿元 ，同比增长
13.2%；规模工业企业累计实现
产 值 13.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2%。新增规模工业企业1户，
规模企业户数发展到18户，规模
工业经济增速发展。

桦甸经济开发区

综合发展效能高效迸发

本报讯 李超 吴岩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今年以来，白山市浑江区为提升
干部乡村振兴能力，强化培训力度，
创新开展“第一书记夜校”培训班，为
他们搭建理论学习、交流心得、能力
提升的新平台。

搭建理论学习平台，全面提升帮
扶队伍素质。开展“党建+第一书记
夜校”培训班，聘请域内域外名师能
人、区直部门业务骨干、农村乡土专
家人才等 57 人，建立区级“第一书
记夜校”培训班师资库，运用长白山
人才学院云平台、腾讯会议等平台
开展“第一书记夜校”培训 4 期，线
上培训 557 人次，线下培训 156 人
次。

搭建心得交流平台，不断激发干

事创业热情。采取“菜单式”精准化
培训，运用课后“线上圆桌交流会
议”，围绕政策文件解读、经济指标分
析、民生问题破解、队伍建设、经验方
法共享等内容进行交流学习，并通过
线上连线、留言的方式提问、解答100
余条。

搭建能力提升平台，充分发挥先
锋引领作用。通过开展“第一书记夜
校”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干部队伍
履职能力和解决问题本领。建立与
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双向联系机制，
通过第一书记对帮扶村摸底了解，与
包村单位、村“两委”成员共同谋划产
业项目 5 个，向上级争取资金约 260
万元，推动全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再
上新台阶。

搭建干部能力提升平台

浑江区开办“第一书记夜校”

在省科协对接支持下，洮南市呼和车力蒙古族乡创业村与省农业科学

院花生研究所合作开展花生良种繁育，为农民开辟增收致富的新路。图为

技术员正在制种田察看花生良种长势。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乔元兀 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连日来，抚松县农业农
村局抓住立秋后天晴、风弱、少
雨及农作物进入产量形成的关
键时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
间一线，采用专业化无人机大
面积帮助农民喷施叶面肥，促
进秋粮生长发育、灌浆成熟，确
保今秋粮食增产增收。

日前，抚松县农业农村局、
县财政局联合印发《抚松县落
实秋粮“一喷多促”政策措施的
工作方案》的紧急通知，并迅速
成立由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牵
头，各乡镇农技人员参加的技
术指导小组，全面落实，稳步抓
好。经过研究，初步确定在兴
隆乡、万良镇、兴参镇、露水河

镇、沿江乡、抚松镇、抽水乡、仙
人桥镇等8个乡镇具体实施“一
喷多促”丰产增收目标任务。
同时，聚集粮食主产区，重点支
持农民合作社、服务专业户、农
业服务类企业、玉米大豆种植
大户 100 亩以上等符合条件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全县喷
防作业面积累计达到 13.55 万
亩。

“当前正是作物产量形成
的关键期，为防止错过农时季
节，县政府及时启动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的应急采购程序，保
证‘一喷多促’发挥最大作用，
解决农民后顾之忧。”县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站长、二级推广研
究员刘美良表示。

“一喷多促”丰产增收

抚松喷防作业面积逾13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