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4年10月 日 星期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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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珍 李承儒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9 月 25 日
至29日，第三届全球数字贸
易博览会（简称“数贸会”）在
浙江杭州举办。会上，临江
市携《优化网络布局、推进
物流整合》典型案例荣获
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称
号。

案例中，临江市通过优
化布局设计、强化政策保障，
大力推进商业及物流网点改
造，完善了农村商业网络。
依托邮政公司的网络资源优
势，整合中通、申通、德邦等
快递企业，构建县乡村三级
物流体系，通过“邮快合作”
模式，建立了县级物流共配
中心，使快递服务直达农村，
缩短了物流时效，降低了物

流成本。自“邮快合作”以
来，邮政日均代投快递 1500
件左右，2024 年上半年累计
投送邮件35.77万件。

临江市着力打造集包裹
代收代投、自主产品批销、会
员场景搭建等功能于一体的
镇级快递站点，通过邮件引
流客户，实现寄递服务辐射、
农产品代销等功能，帮助周
边村民足不出户享受 便 利
生 活 服 务 。 据 了 解 ，2023
年 临 江 市 社 零 总 额 为
11.98 亿元，同比增长 7%；
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率
为 30%。

目前，临江市正在推动5
个第二批新电商边境试点村
建设。2023 年，临江市向上
争取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资金

482万元，用于开展数字赋能
建设、乡镇集贸市场改造、物
流配送中心改造等项目，随
着项目交付、验收，全市县域
商业体系综合实力得到显著
提升。

临江市将依托物流整合
有利条件，积极推动新电商
边境试点村项目落地，带动
临江市整体电商发展，加快
推进乡镇集贸市场、县级物
流中心改造、农产品预处理
中心改造项目，提升县级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企业注
入率，充分利用创业孵化基
地，为创业者搭建制度性、智
能化的服务平台，为新创业
的小企业提供有利于存活、
发展的服务环境和空间环
境。

临江荣获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称号

本报讯 记者 祖维晨 报道 近
日，记者从省委依法治省办获悉，近
年来，我省法治吉林建设基层基础
进一步夯实，以高水平的法治服务
保障吉林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

据悉，我省将市县法治建设作
为全面依法治省重点工作，列入省
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年度工作要
点，部署推动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印发《吉
林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市
县法治建设的意见>重要举措方
案》，制定 100 项重点工作任务，省
直责任部门和市、县以任务清单、分
工表等方式层层分解任务。今年上
半年，省委依法治省办对各地各部
门落实市县法治建设情况进行全面

督导调研，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依法打击专项违法犯罪等阶
段性工作圆满完成，并持续推动成
果成效转化。

我省围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全面深化市县法治建
设。加强市县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深入实施吉林省公平公正法治
环境建设工程，省委政法委制定出
台《吉林省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意见》等，政法机关全面规范执法
司法行为和加强服务保障。强化地
方性立法供给，推行重点领域、新兴
领域立法，坚持“大块头”和“小快
灵”立法相结合。不断提升法治政
府建设水平，全面推行府院联动机
制。2023年，全省行政机关败诉率

12.05%，同比下降11.63%，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率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达到
100％，并进一步推动行政机关法定
代表人出庭应诉工作。省政府办公
厅出台《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目录管理办法》等，加强对各级政府
依法决策监督管理。省司法厅把

“加快构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
体系”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头
号工程”。全面推行行政检查执法
备案改革，全省4.6万项行政检查执
法事项、2973 个监管机构、6.8 万名
检查人员全面纳入“数字化”台账管
理，实现全流程监管。推动政务诚
信建设，推行专用信用报告替代无
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改革，覆盖41个
领域、惠及300多万户经营主体。

同时，我省坚持抓好各级领导
干部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的主体责
任，持续提升“关键少数”抓法治建
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建立述
法长效机制，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
员会出台《吉林省党政主要负责人
年度述法评议工作暂行办法》，各级
定期召开年度述法会议，列入述职
报告，开展考核工作。强化各级领
导干部学法用法能力，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
若干措施》，编印《吉林省领导干部
应知应会国家法律简明读本》和《吉
林省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简
明读本》，制定吉林省领导干部应知
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学习共性
清单，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又分别

建立个性清单。强化法治督察巡察
作用，省委依法治省办、省委巡视办
建立法治巡察与纪检监察监督、巡
视监督协作配合机制，将“法治建设
专题”纳入省委巡视巡察范围。突
出抓好法治工作队伍能力建设，有
针对性开展各类法治工作培训学
习活动，不断提升全省各级领导
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
能力。

下一步，我省将坚持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关
于市县法治建设部署要求，进一步
压实工作责任，巩固工作成果，全面
推进市县法治建设水平再上新台
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吉林贡献法治力量。

着力夯实法治建设基层基础

我省市县法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讯 李桂华 张晓龙 报道 眼下，走
进通榆县大田，随处可见的玉米植株粗
壮、果穗均匀、籽粒饱满，一派丰收在望的
喜人景象。

在乌兰花镇大成家庭农场的玉米种
植基地，农场主王天禹随手掰下一穗玉
米，熟练地搓下几粒，在手里颠了颠，预测
今年的玉米公顷产量突破３万斤。

王天禹介绍，玉米高产，宽窄行种植
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制胜法宝，玉米高
密精准水肥一体化种植以密植为增产
核心，以水肥精准调控为密植保驾护
航。

新品种、新技术相互配合，正在通榆
各地“多点开花”。除了王天禹选用的联
达F085，通榆农夫大田种植合作社选用的
黄金粮MY73也表现突出。有了新品种，

通过滴灌水肥一体化设施，生产管理能够
按需、分次、定向地供给水肥，不仅满足了
密植群体全生育期水肥需求，还能够提高
水肥利用效率，实现增产增效协同，为有
效提高玉米种植密度提供保障，同时也为
玉米丰产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每到农忙时节，县、乡两级农技人员
都忙碌在田间地头。他们常年扎根一线，
跟踪服务玉米等大田生产的全流程，从播
种、灌溉、防虫防害到收获，对农户开展

“一对一”的精准服务，引导农户科学种
植、科学管理，为他们带来农业科技新力
量。据统计，今年通榆县种植玉米 380
多万亩，实施密植地块 50 万亩，水肥一
体化精准调控地块 160 万亩，科技赋能
正逐渐由点到线再及面，全面推动玉米
增产丰收。

通榆：科技助力玉米喜获丰收

本报讯 记者 孙寰宇 报
道 日前，在贵州省兴义市举行
的“2024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
运动大会”上，长白山被国际
山地旅游联盟正式授予“世界
旅游名山”称号。该称号的获
得，将进一步提升长白山的国
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根据《世界旅游名山—认
定标准》和《世界旅游名山—
认定指南》，经国际山地旅游
联盟“世界旅游名山认定委员
会”按照相关工作流程审核，
此次长白山、峨眉山、梵净山、
衡山、少女峰（瑞士）、安娜普
尔纳峰（尼泊尔）、里斯科卡伊
多考古和圣山（西班牙）等 14

座国内外名山被认定为首批
“世界旅游名山”。

此次获得“世界旅游名
山”称号，是对长白山独特自
然风光、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卓
越旅游服务的高度认可。长
白山不仅拥有令人叹为观止
的自然景观，还承载着悠久的
历史文化。近年 来 ，长 白 山
管 委 会 致 力 于 打 造 世 界 级
旅 游 目 的 地 ，持 续 加 强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创 新 旅 游 产 品 ，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充 分 发 挥
得 天 独 厚 的 生 态 资 源 优
势 ，吸 引 更 多 国 内 外 游 客
来 长 白 山 休 闲 度 假 。

长白山荣获“世界旅游名山”称号

柳河县新农人隋永红创办裕农园家庭农场，组织农户规模化种植鲜食玉

米、爆玉米，种植户收入可观。图为隋永红深入种植户了解爆玉米收获情况。

记者 吴连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