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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来到

吉林，每次必讲农业，为吉林“三农”事业发展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

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农业战线干

部群众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立足本职，坚

定信心，攻坚克难，踔厉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贡献力量。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扛牢农业大省担当

“刚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备受鼓舞，备受鞭策。”省水利厅厅长于亮

说，作为水利部门，将坚决扛起防汛抗旱这一天

职，准确把握“防胜于救”的工作理念，树牢底线

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加强水害灾害防御体系建

设，确保江河安澜。于亮表示，一定抢抓国家扩

大内需的政策机遇，加大水利项目的谋划力度，

加快推进一批水库、堤防、灌区建设，全面提升

防灾救灾能力，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发挥水利

命脉支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们倍感温

暖、倍增干劲！”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

长秦国宝说，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坚持稳面积、

增单产两手发力，围绕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巩固

大豆油料扩种成果、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和及时足额兑现惠农补贴等

重点工作，责任再夯实，措施再加力，扎实推动

粮食生产实现高位增产，努力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再立新功。

合作社入社成员158户，拥有大型农机具73

台（套），集约经营土地近15000亩，生产规模从

一个小队扩大到2个乡镇的10个村……近年来，

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各村走

出了一条自主经营、村民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合作社负责人韩凤香说，将继续探索从传

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变，实现智能化、精准化

“智慧”种地，带领社员们多打粮、打好粮，切实

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我省西

部盐碱地分布广、面积大、区域集中、地势低

平。从白茫茫，到绿油油，再到金灿灿，曾经荒

芜、废弃的盐碱地，在科技助力下，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如今米满粮仓。

“总书记的话语鼓舞人心，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

究员梁正伟说，中国科学院大安碱地生态试验

站将把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

更紧密地衔接起来，让科技助力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保护国家粮食安全。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做强农产品深加工

立足河湖、林草、果蔬等资源优势，吉林全

面发展“四季农业”，形成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

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

“吉林作为林业大省，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

积极构建森林‘粮库’，形成木本油料、干鲜果品、

绿色菌菜、特色经济动物等主导产业。全省林草

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省林业和草原局局

长江慧丰说，将深入实施国土绿化美化、森林质

量提升、绿色食品供给等重大工程，全面打造“吉

祥森林四库”，实现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

同统一，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吉林力量。

科技是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和重要

支撑。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科技创新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努力方向。”中国农业科

学院特产研究所研究员张浩说，将以发展现代

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发展特色产业作

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做好“土特

产”文章，做大做强以人参、梅花鹿为代表的吉

林特色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2024年，我省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800亿元，

居全国首位；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新达产项

目314个，新增产值365亿元；肉牛屠宰量实现

翻番，由全国第11位跃升至第5位；梅花鹿产业

规模保持全国第一。

“总书记的话，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一字

一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临

江市闹枝镇党委书记王志斌深受鼓舞。

一年之计在于春。作为当地的致富带头

人，王志斌正带领着村民规划着甜玉米、黑木耳

及红羽鸡等特色产业今年的发展方向。

“闹枝镇将深入挖掘本土资源，调整产业结

构，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不断优化资源配

置，构建区域特色产业优势，打造‘吉’韵特色品

牌。”王志斌说，今后，将继续秉持政策引领、技

术支撑、市场导向发展理念，多措并举推动特色

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作

为吉林最具优势特色、最有发展潜力的富民产

业，人参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60%、世界总产量

的40%，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企业将以品质为基础，逐渐改变以初级农

产品为主的产品模式，为吉林人参产业迈上千

亿级台阶贡献力量。”吉林参王植保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马友德说，今后，企业将承担起提高集

约化程度、延伸产业链条、开发精深加工产品的

责任，增加人参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竞争力和

经济效益，不断优化产业链布局。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城与乡，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载

体。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是破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

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谋划城乡空间

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

荣。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

层治理，提高文明乡风建设水平，打造平安法治

乡村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乡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2024年，我省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序推进，深入实施“十百

千万”工程，新建宜居农房18393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三农’工作

指明了方向。”吉林壹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曹曦说，作为一名新农人，创业几年来，

一直坚持三产融合发展现代农业，鼓励当地农

户土地入股，带领他们加入生态农产品供应链

系统，为更多消费者提供健康、生态、多品类的

优质农产品。今后，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殷嘱托化作前行动力，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以点带面，支持农户成立合作社、家庭农场，

打造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体新模式，整合资源，推

动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发

展途径，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添蓬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为城

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通榆县边昭镇佟家店

村党支部书记王雷说，新的一年，佟家店村以

“农”为根，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和浓厚的文化

底蕴，发展乡村旅游，探索一条集“住、游、购、

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为乡村产业高质

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本报记者 毕玮琳 闫虹瑾 任胜章 王春
胜 陈沫 冯超）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奋勇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殷殷
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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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统筹谋划城乡

空间布局、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兴业、强县、富

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

共同繁荣。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

和创新基层治理，提高

文明乡风建设水平，打

造平安法治乡村和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

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博赵博 摄摄

抚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人参新品种选育与种源数字化示范基地抚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人参新品种选育与种源数字化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雷石雷 摄摄

本版编辑 冯伟鹏 张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