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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松人参、洮南玉米制种、长白冰雪

旅游、珲春海产品加工、公主岭汽车零部

件……在吉林省，这些在市场上叫得响

的“吉字号”，皆出身“城尾乡头”的县域。

县域强，则全域强。吉林省地处东

北亚地理几何中心，是我国向北开放的

重要窗口。全省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县

域，振兴发展潜力更是在县域。

近年来，吉林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县域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

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项

目建设为牵引，着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

改善营商环境，全面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奋力推进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产业链留在乡镇，把价值链留给农

民。2022年，全省县域实现GDP5652.83

亿元，同比增长2.4%，占全省43.2%，其中

7个县（市）超过200亿元，延吉、公主岭、

农安分别超过3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连续3年增速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下转四版）

春耕时节，农机轰鸣、往来穿梭，田

间地头一派繁忙，人们在田野上播种希

望；盛夏时节，平畴沃野满目葱绿，田野

里稻花飘香，惹人沉醉；秋收时节，五谷

丰熟、颗粒归仓，人们在劳作中品味收

获的甘甜；寒冬时节，一座座蔬菜大棚

里暖意融融、满眼新绿，人们在忙碌中

书写“冬忙”致富经。

近年来，珲春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乡村公共设施提档升级、富民产

业稳定发展、村容村貌明显改善……放

眼珲春大地，一幅幅“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壮美画卷正诗意舒

展。让我们走进珲春的乡村四季，品鉴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沃野千里春耕忙

建设高标准农田，土壤肥力持续提

升；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保护好黑土

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发展新型经

营主体，农民种地更轻松……春耕时

节，珲春的广袤沃野上上演了一幕幕

“粮田新事”，为农业生产增添了动力。

今年以来，珲春市持续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

利建设、土壤培肥改良，建成 1.85 万亩

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良

好的高标准农田，为粮食高产、稳产、均

衡增产奠定了基础。

保护性耕作是保护黑土地的有效

措施。近年来，珲春市将保护性耕作技

术作为保护黑土地、提升耕地质量、解

决秸秆综合利用问题的切入点，实施目

标管理，明确细化耕作地块、补贴标准、

验收流程，探索适合不同区域、土壤条

件、机械水平的保护性耕作新模式。目

前，全市完成保护性耕作免耕播种作业

6.3万亩。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增加农民收

入的重要措施。今年以来，珲春市适度

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推动一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从代耕向带动农民、技术服

务、连接市场、引领发展的方向转变。

目前，全市创建州级龙头企业3家，州级

示范社、示范农场50家。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带动下，农民种粮增收渠道不

断拓宽，农业生产劲头更足。

夏日风光醉游人

盛夏的珲春，远山含黛，满目苍翠；

芳菲尽染，一派生机。

走进马川子乡马新村长流园稻田

观光旅游区，微风送来阵阵稻香，儿童

足球场上，孩子们开心地奔跑、追逐，到

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这里，游客既能

体验农耕文化，还可以感受田园乐趣。

多年来，珲春市大力推进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实施了整治村屯环

境、创建美丽乡村、打造美丽庭院、“千

村美丽”创建等工程，持续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深入推进，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如

今，农村的代名词不再是“脏乱差”，取

而代之的是生态、美丽、宜居。

珲春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打造环

境优美的人居环境精品村，培育观赏农

业、野外寻趣、生态采摘、民俗体验、红

色观光、休闲垂钓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的乡村旅游产品，逐渐形成了“一乡一

品”发展格局，实现乡村旅游差异化、个

性化、特色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活力。目前，全市共有省级以上乡村旅

游重点村4个，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星级示范企业（园区）4家，重点乡村

旅游经营单位10余家。

如今，一大批特色鲜明、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美丽村寨、特色民俗村、农家

乐等项目已在珲春大地落地扎根。

秋入田间收获丰

秋收时节，在珲春市的沃野乡间，

饱满的稻穗“笑”弯“腰肢”，澄黄的玉米

颗粒饱满，广袤大地处处洋溢着收获的

喜悦。

年初以来，珲春市狠抓粮食生产，

在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提升粮食单产上

持续发力，逐个环节安排部署、逐季压

茬推动落实。根据农情调度，今年，全

市预计粮食产量 19.3 万吨，同比增长

2.1%；经济作物产量 6.46 吨，同比增长

6.5% ；渔 业 产 量 2827 吨 ，同 比 增 长

3.44%。

粮归仓，鱼满塘，硕果盈枝满园

香。大榛子、富硒苹果、红辣椒、苹果梨、

软枣猕猴桃……这边的辣椒成串红似火，

那边的果子丰盈压枝低，丰富多样的农产

品，绘就了珲春之秋的别样风景。

走进板石镇孟岭村，红彤彤的苹果

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甜的果

香。据统计，孟岭村的苹果树种植面积

达550公顷，年产苹果1000万公斤，产值

3500 万元。果农崔仁淑笑着说：“我家

的 5000 箱苹果，目前已销售了 3000 多

箱，剩下的苹果年底前就能卖完。大家

伙儿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干劲儿更足

了！”

珲春市除了发展壮大富硒苹果产

业，绿色稻米、中药材、食用菌、人参等

品牌农业效益凸显，林下经济、水域养

殖、园艺特产、渔业产业等农特产业不

断壮大，让希望的田野焕发蓬勃生机。

奏响冬日致富曲

小雪时节，寒意渐浓。在珲春市三

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的华瑞参业蔬菜

基地，一栋栋温室大棚里温暖如春，翠

绿的蔬菜长势喜人，一派生机景象。几

名工作人员正忙着采摘、称重、包装，一

箱箱豆角、黄瓜等新鲜蔬菜将通过货车

送到市民的餐桌。

“我们基地共有174栋大棚，种植了

油菜、西红柿、黄瓜、豆角、辣椒、白菜等

10 余种叶类蔬菜，吸纳周边劳动力 300

余人，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 2.4 万元。”

华瑞参业蔬菜基地负责人金立鑫表示。

近年来，珲春市进一步优化冬季农

业产业结构，以发展棚膜经济为着力

点，鼓励引导农村群众发展大棚蔬菜、

瓜果种植等产业，把农闲时间变成增收

致富的农忙时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目前，全市正在运行的大棚达500亩，预

计12月可产出蔬菜900吨。

如今的珲春，村容村貌日新月异，

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人们在更优美的生

态环境中乐享幸福生活。

有志愿者的地方，就有文明在闪光。

当乐善好施、凡人善举成为一个城市

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理念时，当诚实守信、

尊老爱幼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时，真善美

的文明之花就会在这个城市深深扎根。

珲春，就是这样一座城市。

今年以来，珲春市广大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社区、

走进乡村、走进基层，为他人送温暖、为

社会作贡献，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

善意、责任担当，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群众在哪里，志愿

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文艺联动 向需而行

“大家好，今天我宣讲的题目是《全

面推进民族复兴——文化是灵魂》……”

在“党的声音进万家”活动暨党的二十大

精神“百姓名嘴”基层宣讲

活动上，吉林省文联曲艺

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非

物质遗产评书传承人、吉

林省“百姓名嘴”、珲春市

文艺志愿者宋春明，以群

众喜闻乐见、生动鲜活的

故事为切入口，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

入人心。

今年以来，珲春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

中心联合全市各志愿服

务组织，主动了解和征集

群众需求，全面开展各类

送文化、送温暖活动，让

志愿服务看得见、摸得

着、离得近。

每当传统节日来临，

市文联、市书法家协会、

市美术家协会、市剪纸协

会等文艺志愿者们，便挥

毫泼墨、勾勒描画，创作

出一幅幅寓意吉祥、饱含

祝福的作品，送给基层群

众，把美好祝福送到群众

家门口和心坎上，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仅

春节期间，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160余次，涉及志愿者1500余人次。

在马川子乡马新村，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的志愿者们定期为老人理发、帮

村民打扫庭院、向村民讲解防范电信诈

骗的知识和方法，村里到处洋溢着欢声

笑语。

多种形式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满足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加

大了对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和帮扶力

度，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暖心服务 小城大爱

游客井喷，景区爆满、宾馆爆满、饭

店爆满……今年“五一”“十一”期间，大

量游客涌入珲春。如何让游客感受到宾

至如归的温暖，是珲春广大志愿者的共

同目标。

在高铁珲春站，一群身着红马甲的

志愿者，或指引游客文明乘车，或帮助游

客拖拽行李，这群人就是珲春市暖心服

务车队、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和新阶联的

志愿者们，他们放弃了宝贵的休息时间，

为游客发放宣传图册和旅游线路图，向

游客介绍景点、提供购票咨询，为游客推

荐最佳旅游路线、乘车方式及住宿信息，

让游客们倍感温暖。在旅游高峰时段，

暖心服务车队还为游客提供免费接送服

务，有效缓解了公共交通压力。

上午6时，10多位政协委员着装整

齐，佩戴志愿者标识，在敬信镇阳关坪建

起了爱心摊位和临时服务区，准备了旅

游宣传册、易拉宝展架、条幅、大小国旗

1500 面、矿泉水 200 箱、纸巾湿巾 2000

包，并带来了小药箱、针线盒、老花镜等

物资，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

为做好假期旅游保障工作，珲春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

中心招募了延边大学珲春

校区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暖心服务车队志愿服务

队、政协委员志愿服务队、

新阶层联合会志愿服务队

及全市机关党员志愿者，

累计投入志愿服务 1200

人次，在高铁珲春站、防川

景区、市内关键交通点位、

阳关坪大堤等志愿服务点

位，为游客提供文明引导、

安全提醒、维持车辆交通

秩序、信息咨询和政策法

规宣传、接送旅客等志愿

服务，累计服务时长逾

3200小时。

志之所向 愿之所在

从物质到精神、从客

观到主观，珲春市志愿服

务项目涉及扶贫济困、敬

老助残、生态环保、抢险救

援、心理安抚等方方面面，

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良好社会风尚。

日前，在延边州委宣

传部、州文明办主办的延

边州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暨交流展示

会中，珲春市5个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服

务项目参与交流展示，其中3个项目获得

二等奖，2个项目获得三等奖。

为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向专业化、

社会化转变，珲春市充分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作用，将各级各类志愿

服务资源有效整合，协调统筹开展工

作。无论是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少

儿阅读驿站——书香助成长”活动，为

各学校、社区捐赠科技、文学、历史等

图书 1 万余册，还是连续 5 个月联合市

教育局开展“实践促成长、科技铸梦想、

志愿创未来”研学实践活动，带动3115人

参与研学实践。

点滴善行汇成海，大爱方舟竞远

航。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

志愿者队伍当中，城市因此更有温度，志

愿精神在珲春大地绽放得愈加灿烂。

本报讯（记者 李莹）12月4日，珲春

市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

周主题日活动。

今年的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

法日”，12 月 1 日至 7 日为“宪法宣传

周”。珲春市围绕“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主题，认真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文化思想，着

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正

确阐释新时代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内

涵，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

活动中，珲春市司法局联合相关部

门单位，通过设立展板、发放资料、互动

答题等形式，积极宣传《宪法》《民法典》

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受到现

场群众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珲春市大力加强宪法学习

宣传，让宪法走进家庭社区，让宪法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全面推进平

安珲春、法治珲春建设营造了良好法治

环境。

珲春市司法局、各司法所将开展形

式多样的宪法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

学习宣传宪法，积极营造大力弘扬宪法

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浓厚

氛围。

图为宪法宣传

日活动现场，珲春市

司法局工作人员向

群众宣传解答宪法

知识。

本报记者 郎鹏 摄

本报讯（记者 穆蓉）日前，珲春市

文广旅局组织党员干部到马川子乡炮

台村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先后参观了村史馆、

敌伪罪证等，聆听了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

认真阅读了文字介绍，观看了影视资料，详

细了解了革命先烈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生活中，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

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始终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提高政治站

位，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以实

际行动践行“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恪尽职守，无

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兴 业 强 县 富 民
——吉林省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综述之二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打好攻坚战，铺就高质量发展之路系列报道之乡村振兴篇】

乡 村 四 季 美 如 画
本报记者 杨文奇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珲春市开展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主题日活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提升党员党性修养

居家养老的老人吃饭、洗澡、拿药，

谁能来帮忙？父母白天都要上班，家中

孩子谁来管？需要家政等便民服务，上

哪找物美价廉可信赖的？很多人在生

活中都会遇到类似的困扰。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日前，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社

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将按照“试点

先行、逐步推开”的思路，在

城市社区（小区）公共空间嵌

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服

务，推动优质普惠公共服务

下基层、进社区。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

户。此次《方案》瞄准居民急需的养老托

育、助餐、家政、健康服务、体育健身等，有

助于推动公共服务更好覆盖居民群众，助

力将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幸福家园，有

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方案》已经

指明了实施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

建设工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还需要试

点城市及后续各地的落实。社区嵌入

式服务设施的建设并非一朝

一夕，是个长期过程。通过

市场化择优方式，提供专业

化服务，确保“家门口”的服

务设施不仅建得好，还要用

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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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优质普惠公共服务送到“家门口”
□思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