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伟）据统计，截至6月

底，全省猪牛羊饲养量同比分别增长4.3%、

10.6%和 25.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6

个、7.2个和23.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东北

三省第一位。其中生猪是东北三省唯一正

增长省份，肉牛和肉羊是东北三省唯一保持

双位数增长省份。到二季度末，全省牛存栏

364.5万头，同比增长12%，连续六个季度环

比增长。全省牧业养殖业产值达到645.6

亿元，同比增长2%，占全省农林牧渔业产值

的86.4%，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大局中发挥

了重要支撑作用。

千万头肉牛项目建设喜开新篇。“秸秆变

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得到国家有关部

委的充分肯定，被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优秀项目，农业农村部将

我省列为农牧交错带基础母牛扩群提质示范

省份和肉牛成套设备试点省份，明确“十四

五”期间支持我省建设全国肉牛遗传育种重

点实验室、区域畜禽基因库和肉牛生产性能

测定站。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在牛

羊提质增效项目、肉牛产业集群建设和专项

债资金等方面对我省给予倾斜支持。让“四

个蹄子追赶四个轮子”成为全省广泛共识，全

省谋划千头以上肉牛产业化大项目178个，

其中完工项目48个，养殖肉牛11.7万头；在

建项目75个，存栏肉牛2.42万头。通过国家

审核入库肉牛专项债项目47个，资金需求

206.7亿元，累计发行61.61亿元。

畜牧业融资机制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

针对疫情对肉牛产业的影响，创新推出“吉牛·

云上繁改贷”产品，设立4500万元贴息资金，

支持肉牛良种扩繁。据“政银保担”联动支牧

联盟数据，截至6月末，全省累计投放畜牧业

贷款126.9亿元，累计投保畜禽2.1亿（头）

只，保额152.7亿元。上半年，全省肉牛贷款

余额174.88亿元，其中肉牛活体抵押贷款余

额34.46亿元，比年初分别增加35.25亿元和

11.85亿元。全省肉牛政策性保险在保牛只

88.2万头，比年初增加27.2万头，保险覆盖率

占存栏量的24.2%，比年初提高7.5个百分点。

畜牧业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为严

防“两疫”叠加，畜牧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全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安全运行56

个月，无非洲猪瘟疫情发生44个月。指导

生产主体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31.67万张，

附带合格证上市畜产品1.7万吨，畜产品质

量安全信誉度明显提升。

上半年我省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
全省牧业养殖业产值达到64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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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看亮点经济发展看亮点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景洋）今天12时50分，眉山“天府

星座”东坡01～07号星（“吉林一号”高分03D35～41星）、“河南

一号”（“吉林一号”高分03D42星）、“西安航投一号”（“吉林一

号”高分03D09星）、“浦银一号”（“吉林一号”高分03D43星）、

“天津滨海一号”（“吉林一号”红外A06星）、“云遥一号”04～08

星（“吉林一号”红外A01～05星）等共计16颗卫星，搭乘长征六

号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吉林一号”在轨卫星数

量增至70颗。

眉山“天府星座”东坡01～07号、“河南一号”、“西安航投

一号”、“浦银一号”是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眉山

环天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自然资源厅、西安航空航天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浦银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具

有低成本、低功耗、低重量、高分辨的特点。

“天津滨海一号卫星”（“吉林一号”红外A06星）、“云遥一

号”04～08星（“吉林一号”红外A01～05星）是长光卫星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和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新型观

测小卫星，六颗卫星具备研制周期短、集成度高、重量轻、体积

小、性价比高的特点，在轨业务化运行后将广泛应用于气象预

报、搜索跟踪、火点监测、大气探测等方面。

此次发射任务，创下了单次发射“吉林一号”卫星数量最多

的纪录，16颗卫星入轨后，将与在轨的54颗“吉林一号”卫星组

网，至此，“吉林一号”在轨卫星数量增至70颗，标志着“吉林一

号”星座第一阶段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据悉，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21次发射。

“吉林一号”又添16个新成员

一路驱车向南，在特别的7月里，我们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再访四平。

仅仅两年，四平之变令人瞩目：

黑土地重焕新机，粮食生产丰收在即。

肥沃的黑土、生机盎然的绿色田野、透着收

获希望的泛黄麦田，在广袤的大地上，交织

出中国东北最美的底色。

重大项目提质增速，营商环境全国争

先。昔日兵家必争之地，在经济发展新战场

上再树“精神高地”，汇聚起吉林振兴的磅礴

底气。

梨树模式之变——
“耕地中的大熊猫”背后的“国之

大者”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

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

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早已成为四平市的“打

卡地”。

接近退休年纪的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

王贵满站在生产基地的地头观望。一群“90

后”“00后”博士、硕士研究生，正在“绿浪”之

中采集数据。

偶尔可见蚯蚓从松软的土壤里探出半

个身子，这些小家伙儿的数量，正是黑土地

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细节呈现。

微风拂面，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嘱托萦绕耳畔：“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梨树

模式’值得总结和推广。”

如今，“耕地中的大熊猫”怎样了？“梨树

模式”总结和推广得如何？四平市将怎样回

答这样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全面提档升级！”

“570万亩！‘梨树模式’基本实现了适宜

地块全覆盖！”

“科技创新有了新突破，经营模式有了

新变化……”

“‘现代农业生产单元’是‘梨树模式’的

‘升级版’，它率先实现了现代农业的标准

化、机制化、信息化和集约化……”

王贵满细数着“梨树模式”之变。

而今，关于“耕地中的大熊猫”的思考、

创新、实践早已深入到每一个农民心中。

位于梨树县八里庙村的卢伟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正遵循着总书记的嘱托，挑起

农业现代化的“金扁担”，带动更多农户增产

增收。

“保护黑土地，黑土地就会有更高的产

量、质量更好的粮食，这是个很好的循环。这

两年，我们创立了自己的农产品品牌，还开辟

了新的销售渠道。”合作社理事长卢伟说。

随行的农业干部向记者透露，四平市农

民合作社已经发展到7524个、家庭农场发

展到4902个，专业合作社遍地开花。全市

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比重稳定在62％以上，真

正让广大农户共享发展红利。

小雨淅沥，农民们雨歇的时候，吉林省

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院内仍然热闹非凡。

技术员入户调查农机使用情况，科研人

员根据技术员的调查数据调整、更新农机功

能，工人们则紧锣密鼓地把各种创新变成实

物。

“这两年四平市农机发展有了‘大气

候’，我们也在快马加鞭，农机设备科技含量

更高，销售量也更大。”“康达”总经理杨铁成

兴奋地说。

“快马加鞭”的不仅仅是“康达”，一座座

农机生产车间正在四平市拔地而起，提档升

级。四平市农机产业已经形成了以耕整地、

播种、田间管理、收割、秸秆处置利用装备为

主体的农机产业链条，中国北方农机制造新

高地正在形成。

对于产粮大市的四平来说，人们更为深

刻地认识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项目建设之变——
牵住“牛鼻子”跑出“四平速度”

穿过绿意铺排的玉米大地，一朵朵伞花

在各个产业园区次第绽放。

经济发展永远没有“雨休日”。项目建

设的“牛鼻子”一刻都不敢放松。

“四平—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项目现

场，安装框架结构的吊车、往来穿梭的工人、

紧张生产的入驻企业，勾勒出一幅忙碌有序

的建设图景。

汽车城长春与英雄城四平联动发展，同

呼吸共脉动，为吉林振兴注入新动力。

“园区总规划面积60万平方米，总投资

30.1亿元。以汽车零部件加工和专用车改

装项目为主导产业，目前已有部分厂房投入

使用。”四平市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郭殿海

向记者介绍，借助我省全面实施“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东风，经开区积极与长春

汽开区解放项目服务局、一汽解放对接，引

领更多零部件企业入驻园区。

正如郭殿海所说，与长春一体化协同发

展，助四平这棵“梧桐树”引来了更多“金凤

凰”。

江苏华凯比克希线束有限公司，就将商

用车线束项目带到了园区1号厂房发展。

厂房内，通过下料、切割、装配、捆绑、调

试、验收出货等一系列工序，一根根颜色各

异的电线摇身一变，就成了为一汽解放J6、

J7配套的商用车线束产品。

无独有偶。位于四平市新开区化工园区

内的吉林省宏拓气体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267TPD液体空分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

景象：多台压路机往来穿梭平整路面，吊车忙着

吊装作业，技术人员紧张地调试设备……

在项目核心区域，错落有致的液体储槽

与对面的分流塔隔空而立，主体基本完工标

志着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时间就是金钱，

争取月底进行最后调试，准备投产！”项目负

责人王贺凯的语气中充满了喜悦。

（下转第二版）

两年间，黑土地上，“梨树模式”开启了“升级版”；项目建设，牵住了
“牛鼻子”；红色基因，再塑了振兴发展“精神高地”——

“ 英 雄 城 ” 之 变
本报记者 栾哲 崔维利 孙翠翠 杨悦

本报讯（郭建锋 记者曾庆伟）年初以来，吉林市完成粮食

作物播种面积1058万亩，粮食产量预计达到88亿斤左右。截

至目前，生猪饲养量达到236.4万头；肉牛饲养量达到89.61万

头，同比增长1.5%；园艺特产产量25万吨，同比增长2%；水产品

产量达到1.02万吨。全市家庭农场发展到8715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稳定在6000户。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8.1

亿元，增速4%。

吉林市从4个方面入手，出台16项举措，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充分挖掘农业各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深化农业农村各

项改革，有效落实支农惠农相关政策，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收入持

续增长，确保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目标增速。

近日，吉林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关于统筹疫情防

控和农业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通过产业带动、就业挖潜、落实政策和深化改革，并在保

粮食生产、发展畜牧业、发展林特产业及渔业等方面出台举措，

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意见》要求，推进产业带动，确保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

确保粮食生产，提高产能促增收；发展畜牧产业，提质增效促增

收；扩大蔬菜生产，持续保供促增收；挖掘林下潜力，发展林特

产业促增收；发挥渔业特色，拓展渠道促增收；抓好粮食储销，

确保安全促增收；培育新型主体，带动发展促增收；打响特色品

牌，发展新业态促增收；引导创新创业，提高双创收入；发挥固

定资产优势，提高休闲农业收入。深挖就业潜能，确保工资性

收入稳步提高。挖掘就业潜力，拓展就业岗位；组织就业培训，

提高就业收入。强化政策落实，确保转移性收入及时到位。落

实支农政策，提高转移净收入水平；加强生活保障，提高补助收

入水平。聚焦改革发展，确保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深化农村

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收入；活化农村金融，提高农民收益水平。

吉林市多举措持续助农增收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孟凡明）今天上午，由长春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吉林银行长春分行、长春担保融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长春市“专精特新”企业融资专场对接活动举行，通

过政银企“零距离”对接，全面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金

融支持力度，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近两年，长春市全面贯彻国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相关工作部署，着力实施梯度培育、资源聚焦、典型引领等有

效举措，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截至

目前，全市各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660户，其中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7户，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59户，

在创新发展、行业引领、产业突破上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下一步，我们要加快构建‘专精特新’企业‘3168’梯度培育体

系，到2025年，全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企业要达到3000户

以上，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要达到1000户以上，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要达到600户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要

达到80户以上，引领和带动全市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高速发

展、高质量发展。”长春市工信局负责人说。

活动中，长春市工信局与吉林银行长春分行签约，吉林银

行长春分行与市融资担保集团签约，市融资担保集团与5户意

向合作企业签约，吉林银行长春分行与10户意向合作企业签

约，并现场发放贷款。

吉林银行长春分行和市融资担保集团为“专精特新”企业进

行了重点金融政策及产品宣讲，给企业送政策、送产品、送服务。

金融赋能 助企发展
长春开展“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对接活动

白城市紧紧围绕“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积极打造“陆上风光三峡”，不断强化新能源保障、氢能产业示范、新能源消纳、新能源装备制造“四大基地”建设，加快形成千亿规模的产业集
群。图为位于大安市新平安镇的风力发电机组。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坚定不移稳增长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10日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

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

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

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阐述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

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

白皮书指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

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联

大第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

则的政治文件，国际实践充分证实其

法律效力，不容曲解。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遵守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台

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

部分的地位不容改变。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

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团结带领两岸

同胞，推动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走向

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两

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中国

共产党的引领推动下，70多年来特别

是两岸隔绝状态打破以来，两岸关系

获得长足发展。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

泛，互动往来日益密切，给两岸同胞特

别是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充分说明两岸和则两利、合则双赢。

白皮书指出，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

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势

所决定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

目标。 （下转第四版）

国 务 院 台 办 国 务 院 新 闻 办 发 表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