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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松水，沃野千里。广袤黑土，粮仓重地。
吉林，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黄金水稻带”，用全

国4%的耕地，产出6%的粮食。这里的粮食商品率超
过90%，全国每10斤商品粮，就有1斤产自吉林。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农业
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
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
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

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
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
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要积极发展生
态养殖，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

“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
化食物供给体系。

国家大力支持吉林发展现代化大农业。2023年，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业产业融合项目奖补资金16.03
亿元，支持吉林省创建9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以
水稻、大豆等为主导产业的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38
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2022年，农业
农村部等部门下达吉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550万
亩，安排中央补助资金约70亿元，资金规模位居全国前
列，促进吉林省粮食生产能力迈上更高台阶。

吉林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启动“黑土
粮仓科技会战”，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和“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出台关于支持农产品加
工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提高农业全产业链增值
收益，巩固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024年，吉林省粮食播种面积接近9000万亩，粮
食总产量达到853.2亿斤，创历史新高。粮食单产连续
3年位居粮食主产省第一位。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
3100亿元，增速居全国前列。

2025年，吉林将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进一步加大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投入，发展生态养殖，壮大农产
品精深加工集群，创建省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园区，扛
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

三月的松辽平原，黑土地上冰雪逐渐消融，田间地
头热闹起来。猫冬后起身的父老乡亲迫不及待开始备
耕生产。农田里，施工人员挖沟修渠、培肥地力；合作社
里，优质玉米陆续出库；车间里，一袋袋复合肥准备运
往田间地头……黑土地上的农民正为保障新一季粮食
生产忙碌。

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近年，国内
极端天气、灾害频发，国际粮食安全形势面临诸多挑
战。为确保产得出、供得足，吉林统筹政策、资金各类资
源，从壮大粮食经营主体、加强耕地保护、实施粮食产
后节约减损行动等多方面发力，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
供“压舱石”。

培育新型主体，推进土地集约经营。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推进土地集约化
经营中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东北部分地区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大型
农机、先进技术应用受到限制。近年，吉林把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保障粮食
安全的着力点，实施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提升发展三年攻坚行动，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迫切需求着手，通过培训、奖补等多种形式培育壮大种
粮主力军。

备耕期间，农安县乾溢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正为成员主体统一采购农资。联合社服务人员走村串
户，为成员主体开展农机手培训、农技指导。（下转四版）

本报讯（记者姜宁）4月11日，由市委、市政府开展的“就”
在白城，“职”引未来2025年“成就梦想、绽放青春”宣讲暨服
务吉林高质量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会在白城师范学院
举办。

市委书记李洪慈出席活动并作主旨宣讲。他指出，白城拥有
厚重的历史文化，现在的发展态势前所未有的好，GDP实现连
年升级进位，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先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实现了集

群化、多元化、精深化发展，公园城市建设初具规模，以文化历史
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理念加速形成西部文旅新格局，综合交通
网络日益完善，区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人才红利越来越多，尤
其是“十五五”白城发展前景广阔，为大学生留白就业创业、施展
才华、成就梦想提供了机遇和平台。李洪慈勉励广大学子，要养
成学习和积累的习惯，学会独立思考，不怕挫折困难，勇于躬身
实践，共同创造不负韶华的美好未来。

市长杨大勇主持宣讲活动。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迟海波
致辞。有关方面代表分别发言。

市领导孙志刚、任晶、王化、冀广起、王海刚、丁琳，白城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高勇，以及市政府秘书长孟凡平出席活动。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吸引省内外130家企业参会，提供就业
岗位4200余个，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特色
旅游、基础教育等领域开展人才对接。

我市举办“就”在白城“职”引未来
2025年“成就梦想 绽放青春”宣讲

暨服务吉林高质量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招聘会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翟伟 宗巍 薛钦峰

近日，在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育苗基地里，一栋栋整齐的育苗
大棚内自走式育苗机快速运转，社员们忙碌
得热火朝天，一粒粒稻种在生物质基质的滋
养下悄然萌发，为全县水田春播工作拉开了
帷幕。

在育苗大棚内，自走式水稻育苗机精准
完成铺土、播种、覆土等工序，500平方米的
大棚仅需半小时即可完成育苗盘铺设。

据了解，今年合作社启用了95栋育苗大
棚，利用全自动机械化作业让育苗效率较传
统人工提升5倍以上，预计7-8天可完成全
部育苗任务。

同时，合作社在苗床土上也有创新发展。
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说：“今年合作社使用了
来贝农业研发的生物质育苗基质，以秸秆、畜
禽粪便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技术转化，比过
去用普通床土养分均衡、土质松软，可以让成
苗率稳定在95%以上。”

作为中国科学院和吉林省农科院两所科
学院的育种基地，合作社今年将拿出260亩
土地来繁育水稻种子，并筛选出吉粳916、稻
花香6号等耐盐碱优质品种，作为主要种植
品种，配套单棵插秧、侧深施肥等技术，进一
步提高亩产。

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张伟说：“今年‘五一’

我们就能下田插秧，采用有序抛秧技术，确保
株距均匀、透光通风，为高产打下基础。”

春风掠过嫩江平原，科技兴农的种子在这

片曾经的盐碱地上生根发芽。待到金秋时节，
这里将再现“稻菽千重浪，蟹肥米脂香”的丰饶
景象，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全党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热情联
系群众、带着真情融入群众、带着激情服务群众，把心系群众、情
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
线，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
败。从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
党章，到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如今
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基层治理、完成急难险重

任务中担当作为、服务群众，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群众路线始
终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党员干部
疏远群众、脱离群众，对群众感情淡漠，对民情知之甚少，对民意
不当回事，对问题推诿扯皮。长此以往，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
一条板凳上去，把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
走偏了，这不仅寒了群众的心，更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
的执政根基。

得民心者得天下。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加强作风建

设的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紧扣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在作决策、抓工作、促落实等
各个环节，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对群众满怀感情，与群众同
甘共苦。

走好群众路线，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党员干部
要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听民意、解民忧，多解决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汇民智、聚
民心，把群众的意见建议变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走好群众路线，要清除思想积弊，大兴务实之风。党员干部
要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凡是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
纠正，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走好群众路线这条党的生命线
●新华社记者 刘硕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镇赉：科技助力春耕 稻香孕育希望
●陈偲聪 文/摄

对党员干部而言，干事创业既要政治过
硬、敢于担当，又要本领高强、善于作为。改善
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看
各级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省委书记黄
强在省委深改委会议上强调，要切实提高工作
能力，不掉链子、不撂挑子，用铁肩膀挑起硬担
子，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想干事是态度，能干事、干成事靠的是能
力。如何发展民营经济？怎样服务民营企业？
工作不是喊出来的，是靠实实在在的能力干
出来的。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实际工作中，一些
领导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仍然存
在。有的缺乏系统思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的创新能力不够，
破解瓶颈问题办法不多、举措不管用；有的热
情高、调门大，但心中一团火、头上一团麻，忠
心耿耿、不知咋整。这些现象的存在，说到底
是能力不足。领导干部特别是职能部门负责
同志能力不足，就会严重影响营商环境改善
优化，阻碍民营经济发展。

提升改善营商环境的工作能力，学习是

关键。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是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知识更新不断
加快、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当下，各级领
导干部必须崇尚学习、持续深化学习，在思想
上、能力上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
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
学习，更好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坚
持学深悟透中央和省委相关文件，加强对市
场经济、法律法规、金融等知识的学习，不断
拓宽知识面，提升综合素质，为服务民营经济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提升改善营商环境的工作能力，还要上
好“实践课”。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法宝，定

期深入民营企业一线，与企业家面对面交流，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掌握企业发展动态、
了解企业实际诉求，才能找准制约民营经济
发展的关键症结解决问题。要勇于改革、大胆
创新，在政策支持、监管方式等方面敢于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围绕阻碍民营企业发
展的堵点卡点设置改革议题、生成改革方案。
要善于抓落实，对上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
坚决贯彻执行，不打折扣、不讲条件；对企业
服务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不叫不到、随叫
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在改善营商环境
的艰巨考验和实践磨练下，才能真正练出“大
心脏”和“宽肩膀”，才能把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干出实效。

走进成来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一台自
主研发的220kV变压器巍然矗立，这台为风力发电
厂配套使用的升压变压器，正是企业深厚技术沉淀的
有力见证。

公司于1970年创立，2010年入驻镇赉经济开发
区。成来电气始终服务于电网和发电企业领域，逐步
构建起品类齐全的输变电设备产品体系，如今已成为
国内输变电行业标杆企业，为“吉林智造”持续注入澎
湃动力。

“变压器应用极为广泛，生活用电、工业生产都离
不开它，只要有电的地方，就有变压器的身影。”成来
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喜权介绍。

得益于我市丰富的风光资源，清洁能源发展拥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成来电气精准把握机遇，凭借自身
强大的研发和生产优势，生产风力发电厂配套升压变
压器，填补了公司在该领域的市场空白。

王喜权说：“我们的产品有12大类，1100多个品
种，电压覆盖从10kV到220kV，能满足不同场景的
需求。”技术的积累，让成来电气在产品多样性和适应
性上表现卓越。

过去5年，是成来电气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
的关键转型期。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用于技术

升级和设备改造，成功实现智能化转型。如今，车间智
能化水平高达80%，部分设备仅需一人操作，生产效
率与产品质量实现大幅提升。以铁芯加工工序为例，
智能化改造后，对产品损耗、电流、电压指标的控制更
加精准，而这背后是成来电气多年来对技术精益求精
的追求。

在科研创新的道路上，成来电气同样成果斐然。
通过搭建多层次创新平台，吸引了众多行业顶尖人才
汇聚。公司与沈阳工大朱英浩院士共建院士工作站，
与沈阳变压器研究院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同时，作为
吉林省企业研发中心，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在技术实力上突破创新，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谈及未来，王喜权满怀信心：“今年，根据主营业
务和市场需求，我们规划主营业务达4亿元。今年一
季度产值完成6100万元，增长率达80%-90%。后
续，我们会持续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上继续
狠下功夫，争取研发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为地方经济
发展和能源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关键是提升能力
——三论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吉时平

“智造”赋能绿色能源 领跑产品新赛道
●本报记者 吴冰

新质生产力在 白城 在育苗大棚内，自走式水稻育苗机在进行铺土、播种、覆土等工序。

春归瀚海，大地复苏，我市各地农村田间地头机械轰鸣、铁牛穿梭，呈现一幅春耕生产的美丽画卷。图为洮
北区平安镇农民正在翻地打垄，为粮食播种做准备。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