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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四平，沃野千里，绿浪滚滚，
万物勃发。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四平
视察，为我们掌舵领航、把脉定向、打气
鼓劲，也为全市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指明
了方向。

近年来，我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农业“三个一定要”殷殷嘱托，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立市不动摇，
推进农业高质高效，补齐“三农”短板，走
出了一条特色化、规模化、科技化、信息
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农业农村呈现
稳中有进、快中向好发展态势。

特色化
“梨树模式”全面开花
松辽腹地，关东粮仓。大型免耕机

轰鸣欢歌，多种粮食、经济作物点染色
彩……黑土地上一片生机盎然。

走进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

玉米标准化基地核心区”，长势甚好的
玉米地上方，“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
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几个字格外抢眼。

梨树县地处著名的黄金玉米带，是
我市重要的粮食产区。全县耕地面积
393.8 万亩，常年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40
亿斤以上阶段性水平。2008年，中国第
一台免耕播种机在梨树县“开工”，黑土
地保护工作由此正式在梨树展开。这
些年，随着高质量发展，梨树县也在不
断扩展着“梨树模式”的内涵外延。

近年来，在探索创新“梨树模式”方
面，梨树打造了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升级
版，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新
型经营主体为实施主体，打破农户间土
地界限，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
为一个单元，全程机械化操作，最大限
度发挥农机具作用，整县推进实施“梨
树模式”。

“通过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形
成以合作社为主体，政府主导，粮贸、金
融、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为一体的生产
格局，做到规模连片、规范行距、智慧种
植、产销统筹，率先实现现代农业标准
化、机制化、信息化和契约化。”站在黑
土地上，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
满向记者介绍道。

同时，梨树县与中科院合作，高质
量完成了万亩“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梨
树示范区建设任务；与中国农业大学合
作，开展了“百名硕博进百家合作社”行
动；成立了梨树县农科院，围绕种子、农
机、农技进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梨树
模式”的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

规模化
养殖业筑牢高质量发展之基

清晨，一声声“咯咯咯”的鸡鸣声划
破乡村的宁静，镶嵌在辽阔的田野里的
梨树县牧丰养殖场开始了新的一天。
养殖场有全国最先进的蛋鸡养殖设备
——进口的中央集蛋选蛋系统。

“牧丰作为我市国家级标准化养殖
场之一，鸡蛋在标准的生产线上经过光
感挑选，紫外线杀菌之后进行筛选分
级，自动称重包装后，喷上商标，配上官
方检验的食品安全证，最后走进千家。”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温和的叫声、优雅的体态依然憨态
可掬。这里是四平市种鹿场有限公司，
作为吉林省唯一一家省级梅花鹿核心
育种场，该公司花费30多年将四平梅花
鹿不断提纯复壮。“目前‘四平梅花鹿’
鹿茸产量高于全国平均产量20%，而且
等级率高，繁殖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全
市现存栏梅花鹿 8 万余头，其中种鹿
5000余头。”企业负责人介绍道。

传统养殖产业插上科技、智能、标
准化翅膀，质效更高端，产品更安全。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畜牧业提质
增效目标，依托农业基础优势，以生猪
产能调控、“秸秆变肉”工程建设、禽类
屠宰加工为主要抓手，全面推动畜牧业
稳定发展。截至2022年末，全市畜牧业
养殖合作社1466个、养殖家庭农场260
个、个体养殖户17.5万户。全市畜禽总
饲养量达到 7093.45 万头（只），其中存
栏2435.87万头（只）、出栏4657.58万头
（只），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84% 、5.3% 和
4.6%，位居全省第二位。肉蛋奶总量达
到 64.52 万吨，其中肉产量 45.23 万吨、
禽蛋产量18万吨、牛奶产量1.28万吨。
畜牧业总产值达到 258.9 亿元，占四平
市农业总产值比重约62.7%。

科技化
“四平农机”为增收致富

添加强引擎
近年来，我市铆足干劲，不懈奋斗，

跑出了农业机械化的“加速度”，推动了
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量发展，黑土
地在农机化的推动下，都成为丰收的沃
土，绘就出了新时代美丽乡村新图画。

四平是我国重要的农机生产制造
基地，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门类
齐全，服务体系完善的优势产业，农机
品类位居东北首位。目前，四平已具备
年产拖拉机7500台，耕整地、深松、灭茬
等机具 3000 台，免耕播种机 15000 台、
水稻抛秧机 5000 台、大型联合收割机
3000台、秸秆打捆机7000台的能力，初
步形成了以动力、耕整地、播种、田间管
理、收割、秸秆处置利用装备、农产品初
加工机械为主体的农机产业链条。培
育出顺邦、康达、中联重科、隆发机械等
一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主打产品的“专精特新”农机生
产制造企业，在吉林省乃至全国市场占
有重要位置，成为四平农机产业推动乡
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为我市老牌的农机制造公司，四
平市顺邦农机制造有限公司，始终致力
于农机产业创新发展、科技升级。自主
创新研发国内首创秸秆饲料处理设备，
率先在机器上安装北斗定位、4G 网络
应用、智能屏人机交互界面、手机微信
小程序登录查看机器状态的智能控制
端系统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远程作业监
控、电控故障自动诊断、产品作业状态
管理、作业数据自动采集、后台大数据
分析等功能，迈出了国产农机智能化发
展新步伐。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让现代农
业更优、美丽乡村更美、农民生活更
富，让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坚定有
力……在我市奏响农业现代化建设嘹
亮号角的这份考卷上，四平的土地正绽
放出现代农业的梦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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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爽）6 月
22日下午，市委书记郭灵计主持召开
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贯彻落
实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
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并
就我市当前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
署、再加压、再推进。他强调，要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防范工作
的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不折不扣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要
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守住
安全生产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郭灵计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清近期再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严重后果。当前正处于全国安全生产
月和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期
间，党中央在节假期间专门召开会议
进行部署，近期再出现重大安全生产

隐患性质非常严重。要始终做到警钟
长鸣，时刻保持清醒警醒，杜绝麻痹大
意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
工作。

郭灵计要求，要迅速开展燃气安
全专项整治。各县（市）区要不等不
靠，立即行动，逐街、逐片、逐店开展排
查，确保全部风险隐患排查到位、整改
到位、管控到位。要创新宣传教育方
式，围绕燃气安全、应急处置、严重后
果等制作发放宣传卡片，用好线上线
下各类宣传渠道，持续提高群众和商
户安全意识。

郭灵计强调，要高质量组织开展
各类安全隐患排查，立足抓早、抓小、
抓苗头，快速启动针对密集场所和

“九小场所”排查工作，严防各类安全
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电焊、楼道充

电、家用电器等重点部位及学校、医
院、养老院、市场等重点区域排查，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要提高排查的针
对性和专业性，确保真正发现问题、
堵住漏洞。

郭灵计指出，要坚持防患未然，筑
牢安全防线。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正
确处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正确
处理安全生产监管和营商环境的关
系，对存在的重大隐患要严格处罚，对
整改不到位的责任主体要严肃追责，
形成强有力的震慑。监管部门要加大
抽查、检查力度，确保整改工作落细、
落小、落到实处，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向好。

市委常委、梨树县委书记曾范涛
在分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市直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在主会场和分
会场参加会议。

郭灵计在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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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下午，市委书记郭灵计主持召开全市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全媒体记者 韩振伟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6 月
21日，市政府召开国家和省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
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推进会
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最严实的作风，全力抓好国、省考评反
馈问题整改工作，着力补短板、夯基
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陈德明指出，抓好国省考评反馈
问题整改，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事关全面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大局。各地各部门
务必要较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紧盯重点、聚力攻坚，注重实效、常抓
不懈，持续巩固、拓展、深化脱贫攻坚
成果，高质量全面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陈德明强调，要对标对表、细化
举措，对国家和省后评估“三落实一
巩固”和“九个聚焦”考核指标认真剖
析研究，坚持“四个不摘”，聚焦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持续加强
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因地制宜培育特
色优势产业，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
制，强化资金项目管理，扎实推进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确保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要举一反三、深挖根源，
运用“五化”闭环工作法，制定整改方
案，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严格按时限要求高质量推进整
改，同时加强调度督导，抓好建章立
制，深入一线开展督导检查，确保改
到位、改彻底、不反弹。

会上，市乡村振兴局汇报了2022
年度考核评估情况及问题整改工作安
排；各县（市）区和市直相关部门依次
对相关情况进行汇报。

副市长张恒主持会议。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有利，

市政府秘书长邱岩参加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6 月
21日，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德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五经
普”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精神，坚持依
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统一思
想、明确任务，迅速行动、狠抓落实，确
保我市“五经普”工作高规格、高标准、
高水平推进。

陈德明指出，开展“五经普”是推动
经济稳步回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高规格推动，
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统
筹工作进展。要发挥基层组织职能，全

面参与到经济普查工作中来，抓紧组建
“五经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确保各
项任务真正落到地、落到底。

陈德明强调，要组建高素质队伍，
严守标准、严格把关，切实将那些业务
精、作风硬、责任心强、爱岗敬业的人
员充实到普查队伍中来。要精心组织
好业务培训，提升普查人员的责任意
识、质量意识、法律意识和保密意识。
要开展高标准清查，坚持将“数据质量
第一”理念贯穿始终，严格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经济普查条
例》等法律法规，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全
覆盖、无死角、不遗漏，严防虚报、瞒
报、漏报等问题。各地各部门之间要
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对于清查摸底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共同研究、查找根
源、及早解决，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

漏。要重点聚焦无固定经营场所、网
络平台经营户、“一企多照”、无照经营
户等特殊单位，确保颗粒归仓。

陈德明要求，要强化资金保障，从
严控制支出，做到专款专用、绝不浪
费。要强化纪律保障，严肃工作纪律，
服从工作安排，听指挥、听招呼，落实
工作部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要强
化督查保障，对推进不力、整改不到
位、弄虚作假、瞒报漏报等情况要严肃
追责问责。

会上，市统计局传达全省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
全体会议精神，汇报我市第五次全国
经济普查工作进展情况。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王有利
主持会议。市政府秘书长邱岩参加
活动。

陈德明在国家和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署推进会议上强调

全力抓好问题整改 着力补短板夯基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陈德明在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统 一 思 想 明 确 任 务 迅 速 行 动 狠 抓 落 实
确保我市“五经普”工作高规格高标准高水平推进

“招婿开始！”
“仁兴里”满族婚礼演出现场，“闺

阁招婿”随着司仪的高喊正式开始。
“新娘扔绣球”“请新郎上台”“婚礼

正式开始”
……
新郎身穿传统满族吉服，脸上洋溢

着喜悦和激动，意气风发地迎接新娘。
随着节目开始，一对穿着满族吉服

的“新人”受到了关注，台下群众纷纷驻
足围观这场满族特色浓厚的婚礼。

满族婚礼是“仁兴里”街区驻场演
出，现场布置古色古香，从发饰到婚礼
形式，都经过细心的彩排。整套流程沿
袭了满族传统婚俗——新娘下轿，迈马
鞍、迈火盆寓意着平平安安，红红火火，
之后读婚帖、换庚谱，在现场观众的热
情互动中，新郎新娘拜天地，给父母敬
茶、拜堂、入洞房。

满族婚礼演出是传播满族文化的
重要一环。司仪主持的声情并茂，与观
众的互动更是妙语连珠，整个婚礼环节
生动有趣，现场演绎唯美动人的故事，
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满族文化，赢得了观

众的阵阵掌声。在婚礼过程中，除了满
族婚俗外，满族饮食、服装等也都得到
了群众的热烈讨论，台上台下互动，气
氛轻松、融洽、热烈。

人群中一对情侣对这样的婚礼形
式充满了向往：“满族传统婚礼真的很
美，作为一个出生在四平的满族人，满
族婚礼正是我们梦想中的婚礼，我们也
要办一场真正的满族婚礼。”

我市作为满族文化主要发祥地之
一，近年来，不断发挥满族文化遗产的优
势，注重满族文化的本土化运用，力争将
满族文化融入其他产业中。这场别具特
色的“满族婚礼”就是对满族文化遗产的
生动阐述，更是对传统民俗的致敬。

闺阁招婿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