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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赫）11月18日，市委书记李洪慈主
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2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议。

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立春领
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
大社会革命”章节内容；市政府副市长李子罡围绕新发展
理念和粮食安全2个专题作研讨发言；有关部门同志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
想、《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
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
员法》及配套法规进行了解读。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高度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一体推进“三不腐”，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
风，大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高
标准抓好盐碱地改造，全力推进粮食深加工，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

会议强调，要坚持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与装备制造集群
式发展同步推进，加快建设绿电产业园区，积极探索“绿
电+绿氢+绿氨+绿醇”转化模式，推动新能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会议指出，要完善公务员遴选、选调制度，保障公务
员工资福利待遇，用好职务与职级并重的“双梯制”制

度，加强对公务员的关爱，切实增强公务员队伍凝聚力。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城市基层治理“平战结合·万

人强基”三项工程，抓好基层治理“入网、敲门、睦邻”
三项行动，打牢党建引领善治白城的坚实基础。要落实推
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
化，最大限度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
全面领导，健全落实“1+6”协调联动机制，构建大统战
工作格局。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出席会议。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新冠
病毒仍在持续变异，全球疫情仍处于流行态
势，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部分地区扩散蔓
延加快，反弹风险加大。越是形势严峻复杂，
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
针，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因时因势优
化完善防控措施，积极应对全球多轮疫情流
行的冲击，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重大积极成果。实践充分证明，“三个坚定
不移”是党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对
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正确
的、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我们要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既
定的防控策略和方针，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生命重于泰山，人是最可宝贵的。在抗
疫斗争中，正因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才得到了
最大程度的保护。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疫
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必须深刻认
识到，我国是人口大国，脆弱人群数量多，地
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一旦放
松疫情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造成
医疗资源挤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面对仍
然严峻的防控形势，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势头，才是真正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同
时，也要全力做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
障，切实满足疫情处置期间群众基本生活需
求，保障看病就医等基本民生服务，解决好人
民群众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暖
人心、聚民心、强信心。

当前，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流行，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我国仍然面临境外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的双重风险。
疫情防控正是吃劲的时候，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放松，决不
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要密切跟踪和分析全球疫情走势，加强口岸卫
生检疫，优化入境流程，构筑起应对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坚固防线；要
提升本土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
波及范围，坚决防止疫情新燃点，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

“动态清零”总方针符合国情、尊重科学、体现规律，完全必要、务实
可行，而且效益明显，是我国抗疫斗争的宝贵经验，是现阶段疫情防控
的最佳选择。我们要充分认识“动态清零”的科学性、正确性，进一步增
强思想和行动自觉。“动态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准。要适应
病毒快速传播特点，切实落实“四早”要求，以快制快，集中力量打好重
点地区疫情歼灭战，采取更为坚决、果断措施攻坚，尽快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持科学精准防控，落实好进一
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准确分析疫情
风险，在隔离转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医疗服务、疫苗接种、服务保障
企业和校园等疫情防控、滞留人员疏解等方面采取更为精准的举措，努
力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抗疫斗争的复
杂性、艰巨性、反复性，保持清醒头脑，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坚战、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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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政孚）我市开展“地趴粮”
专项整治工作以来，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
议，系统部署任务，明确工作目标，压实各方
责任，确保“地趴粮”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使用PVC网等低
成本、易操作、效果好、农民认可度高的

储粮装具。加强指导督导，成立工作组，
深入各县（市、区）开展指导，通过实物讲
解、效益分析，提高农户安全科学储粮意识。
组建督导组，定期到乡镇、村开展检查，及时
通报各县（市、区）情况，督促抓好“地趴粮”
整治工作。

全面深入宣传，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相结合，采取“致农民一封信”、播放宣
传视频、发放宣传册、悬挂标语等方式，
大力宣传科学储粮知识、粮食收购政策、
市场动态信息。积极引导农户安装PVC网
围囤、建设科学储粮仓，并推广“延期结

算”业务、启动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等措
施，全面推进安全科学储粮。同时，开展

“大走访、大普查、大推广”活动，加大节
粮减损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发放宣传单5
万册、宣传标语1.5万条。

目前，全市已安装PVC网围囤42.3万
个，储粮184.2万吨；建设科学储粮仓1.3万
套，储粮15万吨；建成集中储粮点84个，储
粮8万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粮食加工、收储
企业签约订单11.8万吨；39个粮食产后服
务中心和国有粮库开展代清理、代烘干、代
储存、代加工、代销售服务5000万吨。全市
已完成减少“地趴粮”整治任务60%，预计
11月底，可完成整治任务的80%。

本报讯（记者朱晴）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在经过3个月
的恢复建设，于11月1日正式揭牌对外开放后，全市各机关、企
事业单位党组织，以及中、小学校的预约接踵而至，社会各界参
观热情高涨。

据了解，恢复建设后的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一楼共有四个
展厅，分为破晓黎明、政权建立、坚持辽吉、支援决战和辽吉党史人物
5个部分，主要用作党史展陈，着重发挥革命旧址党史教育功能。整
个楼体及二楼全部用作旧址恢复，重点还原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办公
室，组织部长陈曾固办公室，秘书室、机要室和常委会议室，以情景复
原形式再现当年辽吉省委办公场景，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切身体会艰
苦的战斗岁月，以及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忠诚为民

的无私情怀。纪念馆展出展品200余件，包含照片、证件、信函、书
籍、手稿、遗物、纪念章、印章等革命历史资料。

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开馆以来，通过指尖白城、白城党史等
微信平台发布参观预约须知，以及制作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宣传推广，
大大提升了知名度。目前，累计接待各级部门单位50余家、1400余
人（次）参观学习。

下一步，市委党史研究室将有序开展开发精品党课、寻访革命后
代、深入挖掘历史遗存、扩大宣传覆盖面等多项工作，力争将中共辽
吉省委旧址纪念馆打造成为白城人民了解家乡红色历史、对干部进
行党史教育的重要阵地，成为提升城市历史底蕴和文化品位、提高白
城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红色名片。

我市全力推进“地趴粮”专项整治工作
预计11月底有望减少80%“地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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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辽吉省委旧址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

近年来，通榆县新华镇持续加大农业污染防治力度，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对田间地头废旧滴灌带进行回收再
利用，为来年备耕打下良好基础。 王志鹏 陈宝林摄

本报讯（石勇 记者郭梓钦）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黑土地用好养好的重
要指示精神，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去年7月，我市在全省率先与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签订了《共同
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按照
协议，中科院东北地理所通过建设盐碱地治
理及高效利用示范区，重点解决盐碱地影响
农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实践
探索，现已初见成效。

我市是在近年来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
的基础上，开展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依
托中科院东北地理所推进我市6个黑土区盐

碱地高效治理示范区建设，在全市轻度、中
度、重度盐碱化地区探索改良盐碱化耕地有
效模式。目前，示范区治理试验工作有序开
展并卓有成效，在退化黑土地治理开发利用
上和盐碱地补充耕地上发挥着重要科技推
动作用。相关技术和研究成果获吉林省自
然科学二等奖1项，吉林省农业主推技术（品
种）4项，发表SCI论文3篇，申请发明专利
19项，《科技日报》、科学网、央视新闻联播、
人民网等国家和省级媒体宣传报道10余次。

我市围绕水田、旱田、草地、湿地几
大黑土区盐碱地生态治理白城模式，在保
证了粮食稳产、增产的前提下实现地力提

升、生态恢复，提供了盐碱地农业高效发展
的系统解决方案。

聚焦盐碱水田。培育耐盐碱高产优质
品种“东稻”系列，在大安市红岗子乡万发村
盐碱地水田“良田+良种+良法”三位一体高
效治理示范区和镇赉县四方坨子水田高产
高效种植模式与稻田养殖模式万亩级核心
示范区，分别推广高效治理和绿色双减模
式，共种植水稻2万亩，同步实施微生物菌
剂促生、一次性机插侧深施肥、重大害虫性
信息素诱控等技术，保证水稻稳产增长，擦
亮“弱碱地稻米之乡”名片。

聚焦盐碱旱田。结合喷淋洗盐技术，

开展一年两季“双季双优”“小冰麦+燕麦
草”种植，在洮南市大通马场低产盐碱旱
田改良及高效利用示范区种植1万多亩，
两季相加每公顷收益可达1.7万至2万元。

聚焦盐碱草地。成功创建重度盐碱地
羊草植被快速恢复技术模式，在洮北区到
保镇退化草地恢复与生产力提升技术示范
区、大安市姜家甸草场轻中度退化草地恢
复生产力提升技术示范区推广，植被覆盖
度提高到 80%以上，草场干草产量提升
30%以上。

聚焦盐碱湿地。研究碱斑地芦苇快速
恢复技术，打造“苇—蟹(鱼)—稻”复合生
态模式，在大安市牛心套保苇场盐碱湿地

“稻—苇—鱼/蟹—菇”立体高效复合生态农
业模式示范区开展湿地绿色种养9300亩。

接下来，我市将按照省“黑土粮仓”科技
会战的总体要求和白城市与中科院东北地
理所“黑土粮仓”协议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探
索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以科技集成促进
粮食增产，努力推动白城农业高质高效发
展，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用科技探索盐碱地改良治理模式

我市“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初见成效

本报讯（记者李彤君）今年以来，镇赉县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高
检院《关于探索建立“常态化开展公开听证，促进信访矛盾源头化解”
工作机制的方案》，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平台，自觉将检察听证
作为常态化办案机制来抓，积极探索利用检察听证方式高效化解信
访矛盾，着力推动听证工作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果型转变，取得
良好成效。

镇赉县人民检察院坚持“应听证，尽听证”，探索“首访全听证”工
作模式，着重加大首访矛盾化解力度，让群众真实感受到检察机关司
法办案的透明度。在具体工作中，对未受理的首访案件，采用简易听
证全覆盖方式提升检察机关接访息访率；对本院办理的控申首访案
件，全部进行公开答复；对法律咨询类的首访案件，采用只邀请律师
作为听证员的简易听证模式。 （下转四版）

镇赉县人民检察院

让“首访全听证”成为群众上访“终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