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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春耕育秧关键期，通化市抢抓农时、科

学推进水稻育秧工作。记者从通化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今年全市计划水稻育秧面积66.9万亩，截至

目前，已完成育秧53.8万亩，占计划总面积的80%，

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柳河国信社稷尚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育苗

大棚里，全自动水稻育苗机开足马力，一次性完成下

底土、播种、盖土、摆盘等流程，高效完成育苗工作。

柳河国信社稷尚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陈

振文告诉记者：“我们4月8日开始进行育苗，每天的

育苗量在1.3万盘左右，马上就要完成育苗工作

了。”

为保障春耕生产，通化市早部署、早行动，统筹

调配种子、化肥、农机等物资，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

田间地头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农业部门联合气象、

水利等单位建立春耕服务专班，实时监测天气变化，

指导农户防范“倒春寒”等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生产

风险。

近年来，通化市持续推动水稻产业向绿色化、优

质化转型，今年全市优质稻种覆盖率超过90%，并试

点推广鸭稻共生、生物防虫等生态种植模式。

“剩余的20%育秧工作将于4月底全面完成，预

计水稻插秧工作在5月中旬陆续展开。随着育秧工

作即将接近尾声，我们正全力准备下一阶段的插秧

工作，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29亿斤水平，进一

步擦亮‘通化大米’品牌，助力乡村振兴。”通化市农

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王秋媛说。

通化市消费市场活力稳步提升
本报讯（记者李铭）全面激发消费市场活力，通化市“政策+

活动+服务”多维发力，精准实施促消费举措，重点领域消费潜力

加速释放，消费市场稳步增长。今年一季度，全市限额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4%，为全年消费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接龙促销”激活民生消费。围绕“幸福吉祥年”，市、县联动

开展“新春消费季”活动，打造“年货大集+特色促销+惠农助农”

消费场景，举办活动160余场，200余家商贸企业参与，实现销售

额3.87亿元。各地年货大集和乡村大集形式多样、货品丰富、年

味十足，第一书记代言活动推动人参、葡萄酒、山野菜等百余种

特产销售。商贸企业推出春节、元宵节特色促销，20家餐饮企业

年夜饭包房预订率达100%，“团聚宴”一桌难求。

精准发力提振大宗消费。加力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构建“政策补贴+企业让利”双驱动模式，促进重点商品消费潜力

加速释放。截至目前，家电以旧换新及手机类购新使用补贴资

金1221万元，拉动销售额7845万元；家装厨卫焕新使用补贴资

金36.67万元，拉动销售额241.46万元；汽车以旧换新使用补贴

资金2027.2万元，拉动销售额近1.7亿元。同时，聚焦汽车、家

电等重点商品，开展政府消费券促销活动，全市总计投入消费券

资金414.6万元，实际使用金额403万元，带动交易额1.4亿元，

杠杆率为35.7倍。其中，通化市“焕新出行·券享未来”汽车促销

活动，投入消费券资金200万元，带动交易额7353.33万元，杠杆

率为37倍。今年一季度，家电商品销售增长34.5%，手机数码商

品销售增长30.7%。

商旅融合激活消费动能。打响“冰雪+人参”品牌，吉旅通化

万峰滑雪度假区全方位升级春节假期新业态，推出新春饺子宴、

集市东北风情过大年等系列活动，同时积极营造新春浓厚氛围，

俄罗斯风情雪街、新年网红墙等系列打卡地人气火爆，吸引来自

国内外游客嗨翻新春、乐动冰雪。“通化人参鸡汤品鉴名店”纷纷

推出人参主题系列菜品和通化地域冬补美食，吸引众多游客和

市民感受“舌尖上”的通化。今年一季度，全市限上餐饮业营业

额同比增长28.5%。

“借势聚力”培育经营主体。持续开展入统培育工作，聚焦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电商等重点行业，筛选达标或临近达标企

业50户，建立培育台账，实施清单管理。今年一季度结合消费品

以旧换新和政府消费券政策强力推动，全市新增限上商贸企业

10家，当季实现零售额9700万元的新增量，为全市消费稳增长

注入新动能。

聚焦消费升级需求，通化市将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打造“节

庆+常态”促消费平台，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活力”，为经

济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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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铭）
今年4月15日是第十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家

安全意识，当天上午，通

化市在龙兴里文旅小镇

广场开展2025年“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

传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

宣教内容，推动全市国家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走深

走实，凝聚起维护国家安

全的强大合力。

活动现场，市民热

情参与，有序参观四大

主题区域。在国家安

全宣传讲解区域，各参

展单位沿广场四周摆

放各领域国家安全宣

传展板约 200 米，工作

人员深入浅出地向过往

市民讲解国家安全法律

法规，普及网络安全、生

态安全等知识；文化展

示区域通过以国家安全

教育为主题的书画、剪

纸等展演，以艺术创作、

文化传承等多元化方

式，推动国家安全理念

深入人心；实物展示区

域陈列了相关设备和技

术成果，让群众直观感

受国家安全工作的科技

支撑；演练区域则开展

应急处突、军事技能演

练，向群众展示通化市

国家安全力量，提升公

众应对安全风险的能

力。

与此同时，活动现

场还特别设置了国家安

全知识互动问答环节，

吸引众多市民踊跃参

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向群众普及国家安

全法律法规知识和基本

安全防范要点。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共建国家安全人人可

为。今天的活动不仅让我对国家安全有了更加全面

和深入的认识，还看到了很多科技装备，真是大开眼

界。”市民丁琳表示，今后将自觉履行公民责任，维护

国家安全。

近年来，通化市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与推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谋划、同推进，持续做好国家安

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工作，不断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全

力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走深走实，筑牢国家

安全人民防线。

高位推动国家安全思想防线建设。通化市对每

年国家安全教育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将其纳入年度

重点工作内容，确保国家安全教育落到实处。每年

研究制定下发工作方案和具体任务分工，做到层层

分解任务，逐级落实责任，确保活动扎实开展。

积极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办好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集中宣教活动，建立“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宣传园”，设计“国安号”公交专线，

开展国家安全主题艺术作品展，营造学习宣传国家

安全的浓厚氛围。依托全市7个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及50个小微基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累计开展

教育宣传380余场次，辐射人数20余万人次。积极

开展国家安全宣传“七进”活动、群众性实践活动等

60余项，不断掀起国家安全教育热潮。

丰富载体深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持续加强传

统媒体新闻宣传，不断深化新媒体线上宣传，增强全

民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营造出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化市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姚昊昱 记者李铭）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通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引领，不断

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以更精准的政策供给、更高效的司法

服务，持续释放法治红利，为经营主体投资兴业保驾护航，助力

地方产业发展。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统筹法院与通化市民

营经济综合服务中心资源优势，成立涉企纠纷司法联动服务中

心，设立涉企服务窗口，开设民营企业意见专线，解决经营主体

相关法律问题。创新打造“一站式”司法服务平台，实现诉前引

导、诉中辅导、诉后疏导“三位一体”全流程涉企纠纷司法服务模

式。创新构建“智慧司法约见系统”，提高法官第一时间对当事

人司法诉求响应率。提高涉企案件办案效率，成立法邮集约服

务中心，涉企案件电子送达占比98%，平均送达期限由7天缩短

至2小时。

公正审理商事案件，护航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规范

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涉企案件

时，从立案、保全、审判、执行各环节，对企业可能受到的影响进

行分析，努力将司法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

低。积极配合“项目建设集中攻坚”行动，高效审结涉重大工程

建设案件24件，提出法律意见建议120余次。贯彻审慎善意文

明执法理念，探索建立涉企失信惩戒预告知制度，最大限度降

低司法措施对经营主体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制定《关于建立

信用修复机制实施办法》，对于自动履行完毕案件，协助相关企

业恢复信用。

聚焦特色产业需求，强化专业保障。创新构建人参专业审

判模式，设立全省首个“人参产业法庭”，组建由资深法官、行业

专家组成的“人参产业智库”，建立“线上立案+巡回审判+远程调

解”立体化诉讼服务平台，制作发放《人参产业法律风险防范指

引》《人参产品生产销售法律风险提示》宣传册，引导经营者依法

经营、防范风险。搭建医药产业司法平台，妥善审理涉医疗项目

建设和医药生产、销售领域案件，保障医药健康产业新生态构

建。积极探索“法治+文旅”融合模式，开启快立、快审、快结通

道，以高效化解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保障合力。与通化市公安局、市检

察院、市司法局共同建立涉企轻微刑事案件“一站式”快速办理

机制，实现从立案到判决48小时全部办结。完善协同解纷机制，

与通化市税务局、市工商业联合会建立“税商+法院”助力民营经

济发展协作机制，从行政争议多元化解、诉讼执行反馈分析等四

个方面加强协作，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春访山乡农事忙，现代化农业生机“棚”勃。

踏访通化县设施农业，马当村天成采摘园的樱桃红果压

枝、游人如织；益康菌业的木耳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碌地进

行“挂袋”作业……棚膜经济里的“春天故事”，展现出一幅幅更

具“质”感的乡村振兴图景。

樱桃红了，甜醉游人。在通化县二密镇马当村天成采摘园

标准化大棚内，200多棵大樱桃树缀满红宝石般的果实，游客穿

梭其间，体验“春日尝鲜”的乐趣。

“我们 3月 22日就开园了，周末和清明小长假人来得特

别多，今年收入也挺好的。”天成采摘园负责人邹建花难掩

喜悦。

近年来，通化县紧扣“特色种植+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引

导农户发展大棚樱桃、温室草莓等特色果蔬种植，让设施农业

的“甜蜜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木耳“挂袋”生金，小产业带动大发展。在位于通化县经济

开发区的通化益康菌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木耳种植基地，90

余栋标准化大棚内，工人们正将菌袋整齐悬挂，为新一轮的丰

收打下基础。

“每栋大棚可以挂2万袋左右，基地总产量能达到干货100

吨左右。我们有自己的销售队伍，线上、线下都有不少老客户，

到季节了自己就过来看货，价格谈妥后直接发货。”基地生产负

责人于学胜介绍道。

据了解，益康菌业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带动50户农民

参与种植，安置就业120人。同时，以废弃菌棒循环利用技术，

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在基地打工，一年能挣3万元，还不耽误种地，在‘家门

口’就实现增收。”在基地务工的村民李振荣高兴地对记者说。

益康菌业黑木耳种植基地的这一“黑金”产业，正是通化县

打造“特色品牌、绿色生产”的典范。目前通化县年产木耳1100

万袋，产值4700万元。

以棚膜经济绘就设施农业发展新景，截至2024年底，通

化县已建成棚室 2626 栋、面积 2153.3 亩，年产蔬菜、菌类等

超 6000 吨，总产值达 7800 万元。通过“集中连片、统一开

发”模式，形成了以山野菜、食用菌、反季水果为核心的特

色产业带，不仅保障了本地“菜篮子”，还辐射周边市场，正

以设施农业为笔，在黑土地上绘就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的秀美画卷。

育出丰收
“好苗头”

本报记者 李铭 实习生 何禹洁

通化市系列促消费活动聚人气、添活力。（资料图片）

◀四月樱桃红，采摘正当
时。本报记者 李铭 摄

种下黑木耳，蹚出致富路。本报记者 李铭 摄

春日里的春日里的““棚棚””勃生机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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