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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委提出的“加强媒体监督作用，各地要策划

推出动态清样、跟踪报道、问政节目”等相关要求，梅河口市创

新推出《问政梅河》媒体监督类栏目，强力推动各级各部门转

作风、抓效能、促提升，成为连接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民

心桥”、检验干部担当作为的“试金石”、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加速器”。

高位统筹 精准聚焦

关注百姓“急难愁盼”

强化顶层设计。梅河口市委将《问政梅河》作为深化作风

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抓手，主要领导亲

自审定方案、把关选题，确保节目始终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强化民声导向。建立“多渠道征集、大数据分析、专班研

判、领导审定”的选题机制。深度整合12345热线、信访平台、

网络舆情等平台，广泛征集线索，围绕群众关切的问题开展问

政，确保问政“问”在群众心坎上。

强化协同联动。成立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市融媒体中心等

部门参与的专项工作组，明确职责分工，形成“选题－问政－督

办－反馈－评估”高效运转闭环，为问政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动真碰硬 公开问政

以媒体监督倒逼作风效能“大提升”

深度调查，直面问题。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组建专业调

查团队，采取暗访、体验、追踪等方式深入一线，制作具有视觉

冲击力和事实说服力的调查短片，直击问题核心，针对相关部

门工作中存在的推诿扯皮、效率低下、服务缺位等作风顽疾，

让问题“无处遁形”，形成强大舆论监督压力。

现场交锋，压力直达。节目制作坚持保密原则，主持人现

场点名相关部门上台，部门“一把手”直面主持人尖锐提问、专

家点评、“三代表一委员”现场评议、满意度电子测评，让现场

“辣味”十足，被问政对象“红脸出汗、如坐针毡”，真切感受到

“不担当就曝光、不作为就问责”的压力，有力推动干部队伍作

风转变和责任意识提升。

闭环管理 狠抓落实

以刚性机制保障问题整改“见真效”

全程跟踪促整改。节目结束后即形成《问政梅河曝光问题

整改责任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整改目标和时限要求。梅河口

市融媒体中心在每期《问政梅河》节目中开设“问政回头看”板

块，对上期的问题整改成效跟踪报道，并通过“梅河口发布”等

平台对节目公开，接受群众监督，问题整改“阳光化”赢得信任。

长效机制固成果。在整改过程中，相关部门能够做到

再向前一步，将解决问题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如

市场监管局针对外卖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建立了“日管控、

周排查、月调度”机制，定期排查限期整改，用实际行动保证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举一反三重提升。在“海龙镇、杏岭镇人居环境脏乱差”

问题播出后，全市的19个乡镇都行动起来，开展环境集中整

治攻坚活动，全面清理越冬垃圾，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

善，居民满意度明显提升。

深化成果运用

绘就为民服务新图景

《问政梅河》每季度一期，目前已完成四期，带来了显著的

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治理效益。

干群关系在解题中日益密切。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累计推动解决民生实事项目12项，惠及群众

超10万人次。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显著提升。

干部作风在淬炼中持续向好。“马上办、务实干”的执行力显

著提升，干部们主动深入基层调研、倾听民声、靠前服务渐成风尚。

梅河口市将持续深化拓展《问政梅河》品牌建设，在问政

精准度、形式创新性、整改长效性上深耕细作，推动媒体监督

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使其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增进民生福祉、建设幸福梅河口的征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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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岩 刘俊明 记者张磊）近日，镇赉县建平乡

露天种植的甜瓜迎来了大丰收，田间瓜香四溢，村民们喜

笑颜开。在平保村，村民们在瓜田中熟练地采摘着甜瓜。

旁边的空地上，几位村民正忙着称重和装箱，准备外运。

镇赉县地理条件优越，昼夜温差大、阳光充沛、土壤肥

沃，适合种植甜瓜。当地的甜瓜皮薄肉嫩、清香多汁、甜而

不腻，多年来广受消费者喜爱。

建平乡在推动甜瓜产业过程中，吉林省农科院发挥

了重要作用。他们与乡政府共同投入30万元，免费提供

30 万株嫁接瓜苗，覆盖 6 个村庄，同时派遣专业技术人

员全程指导，确保甜瓜优质生长。此外，省农科院还积

极发挥包保单位消费帮扶作用，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

道，帮扶销售约7.5万斤。

“今后，我们将继续深耕‘甜蜜事业’，扩大种植规

模、引进优良品种、升级种植技术，着力打造地域特色甜

瓜品牌，让这颗‘致富果’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为

农民增收、产业增效注入更强动力。”建平乡平保村党支

部书记说。

露天甜瓜大丰收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傍晚，白城市经开区鹤城旅游

街灯光璀璨，烟火气十足。骑上旋转木马，开着碰碰车……

孩子们的笑声在晚风中回荡。小吃摊前，香气四溢，人们品

尝各色美食，享受着夏夜的清凉。舞台上歌声响起，观众沉

浸其中，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幅热闹非凡的夏

日风情画。

为繁荣发展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潜力，白城市经济开发

区引进的“北纬45度星潮汇”项目，于7月11日在鹤城文化

旅游街正式运营。连日来，街区已成为广大市民游客休闲

的热门去处。

“北纬45度星潮汇”项目集夜间休闲、购物、餐饮、儿童

娱乐于一体，与鹤城文化旅游街区特有的文化、民宿、非遗

等元素深度融合。

在规划中，该项目将“文化为魂、美食为引、特色为要”

作为核心，布局特色美食区、文创手作区、休闲娱乐区、农特

产品区、主题文化体验区，广大群众不仅可以品尝到国内外

知名小吃、网红美食、健康轻食，还能观看小型演艺、节庆活

动，体验互动游戏、网红打卡等。

项目的引进实施，既带动就业与创业，又强化文旅品牌

形象，对提升鹤城文化旅游街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积极而深

远的意义。

新项目激活“夜经济”

本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近日，吉林市农业农村局联

合舒兰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和部门，在舒兰市白旗镇前江

村开展农业防汛救灾应急演练，通过模拟实战场景，检验

市、县、乡三级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应急响应能力。

演练现场模拟受灾害天气影响，舒兰市白旗镇前江村

10名群众被困，200公顷农田严重内涝。“灾情”发生后，舒

兰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协调舒兰市众合区域

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调配拖拉机、铲车、水泵、无人机等机

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在现场，各救援力量迅速展开协同作业。在物资投放环

节，救援人员精准调运救生衣、通信设备、饮用水和食物等

急需物资，确保受灾群众基本需求。道路清障组操作装载

机、挖掘机等大型农机装备，高效清理受阻路段，快速恢复

交通通行。与此同时，农田排涝作业同步推进，液压折叠双

出口排涝抗旱泵、CB55型轴流排涝抗旱泵等专业设备快速

排除农田积水，最大限度减少农作物损失。植保无人机在技

术人员操控下精准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助力受灾

作物恢复生长。

演练活动后，组织活动的负责人表示，整个演练过程紧

张有序，各环节衔接紧密，救援人员操作规范、配合默契，最

终实现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受阻路段恢复畅通、200公

顷农田积水全面排除、药剂喷洒高效完成的目标，“灾情”得

到有效控制。

舒兰市众合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蕾介

绍，通过本次演练，把大家的农机串联在一起，发挥了主体

农机的带头作用，带动小农户实现了自救。如果出现更大

的灾情，农机联动可以实现区域内快速防灾救灾的效果。

开展农业防汛救灾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金泽文）清利湿热、消脂化浊的轻身消

脂饮，除湿健脾、抗感防疫的除湿抗感饮等中药养生代茶

饮，盛在桶中，供旅客们随时饮用；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的

标志，醒目地立在机场大厅里。近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白山医院与长白山机场携手共建的航空中医馆正

式亮相。

名医相伴，健康随行。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白山

医院在做好长白山机场医疗应急保障的同时，选派省、市

级名中医及经验丰富的本土专家团队进驻机场，为旅客

提供多项暖心惠民服务。赠送定制化中药养生代茶饮，

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精准的中医体质辨识与监测服

务，并根据长白山区气候特点及四季变化，量身定制个性

化养生建议与健康指导。

航空中医馆的设立，不仅是一次服务升级，更是将高

品质中医药服务融入现代交通枢纽的创新实践。致力于

打造旅途中的健康驿站，航空中医馆为旅客的白山之行

保驾护航，增添一份安心与温暖。通过持续输出优质便

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更深层次地提升白山市旅游服务

品质与文化魅力。

航空中医馆亮相长白山机场

7月12日，柳河县参乡水街热闹开街，八方游客齐聚这

里，打卡柳河文旅新地标，近距离接触人参文化，感受“参乡柳

河有水街、关东何必下江南”的独特韵味。

夜幕降临，参乡水街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在名为“云涧参

语”的人参产品店铺里，许多游客前来选购人参产品，一边挑选，一

边听店主介绍人参的食用、药用价值。

将近200平方米的商铺里，人参产品种类丰富，野山参、人参酒、

保健品、化妆品、食品……琳琅满目，还可以现场制作人参茶饮品。

“知道人参好，但是不知道人参可以做出这么多产品，包括人参

咖啡糖、人参酒、人参花、人参茶，刷新了我对人参的认识。”来自江西

的游客黄琦连连称赞。

“云涧参语”店铺经营者陈秋旭告诉记者：“现在人参已经融入到

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了，人参保健品、人参化妆品、人参酒类等既方

便好吃又实用，认可度很高，也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人参。”

在与“云涧参语”商铺隔河相望的土特产商铺“参乡臻品阁”，以

人参为原料制成的面膜、洗发水、沐浴露、人参皂等产品备受游客喜

爱。看重参乡水街的发展前景，这家商铺是第一个报名、第一个办

理营业执照的，选择经营蘑菇、葡萄酒、软枣子酒、人参产品等当地

及我省特产。

“我们还要继续扩大人参产品的经营范围。因为我们有速

冻水饺的生产线，正在研发人参水饺，想把人参更好地推广出

去，端上百姓的餐桌。”“参乡臻品阁”店铺经营者黄莺说。

在参乡水街，除了了解人参文化，选购人参产品，游客还

可以在“参乡姑娘”“参宝树”梦幻发光打卡点拍照留念，尽享夏日休闲时光。

“在参乡水街的整体设计中，我们深度融合了‘中国野山参之乡’的地域特色，精

心打造了一系列的人参文化体验场景。这里不仅设有专业的人参产品展销区，更创

新设计了人参主题打卡点、文化展示墙等互动体验空间，还有人参店铺，希望通过

这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到人参的种植历史、药用价值和

文化内涵，带动人参产业与文旅经济的协同发展，助力柳河县产业升级和旅

游品牌的提升。”参乡水街艺术总监刘一霖介绍道。

“有非遗表演，而且一步一景，特别精彩，特别漂亮。”游客姚璠说。

近年来，作为我省林下山参的核心产区，柳河县全力推动人参

产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柳河县将人参产业列为柳河县“四

个百亿级”重点产业之一全力推动发展，并将人参精深加

工作为主攻方向，柳河县野山参龙头企业吉林云岭野

山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野山参粉、山参

元气水被列入通化市特色农产品和吉

林省对外推介伴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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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李婷 丁美佳）年初以来，桦

甸市锚定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目标，从田间种植到粮食收储全

链条精准发力，推动粮食产业沿着高质量

发展轨道扎实迈进。截至目前，全市农产品加

工业销售收入达44.05亿元，同比增长3%，一幅

“种粮有奔头、卖粮有保障、储粮更安心”的乡村振

兴图景正生动铺展。

特色种植让黑土地结出“致富果”。今年，该市

12.95万公顷粮田作物布局均衡有序，特色种植成为农

民增收“加速器”。常山镇998公顷甜糯玉米郁郁葱葱，通

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深加工成真空包装产品，带着

乡土气息走进远方市场，带动农户亩均增收超千元；八道

河子镇13.33公顷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里，“高秆

玉米+矮秆大豆”错落有致，一亩地收获两份收成，收益较单

种玉米提升 10%以上。科技更给粮食生产“添力增彩”，

6853.33公顷保护性耕作地块里，电子监测设备实时“护航”

生长；1.2万公顷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70%，田成方、渠相连

的现代化农耕图景日渐清晰，农业经营主体加速成长，为产

业升级攒足后劲。

粮食流通环节同样顺畅高效。作为连接生产与储存、

加工的关键纽带，粮食收购稳稳守住“种粮卖得出”底线。

目前，各类经营者累计收购新粮约92.75万吨，农民手中

余粮基本售罄。储粮安全防线同步筑牢，相关部门常态

化对粮食收购企业烘干能力严格把关，确保高水分粮

食及时处理，让“仓廪实”的底气更足。

全链条的顺畅运转，催生出蓬勃的发展活力。

当前，桦甸市家庭农场达1491家、合作社584个，社

会化服务主体68个，经营主体持续壮大。从田间

到仓廪，从种植到加工，桦甸市粮食产业每一

环都透着丰收的厚重与发展的笃定，既筑牢

了粮食安全根基，更让农民的钱袋子实实

在在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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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问政梅河》节目现场。 (梅河口市委宣传部供图)

··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县域传真县域传真··
本栏图片均为游客在柳河县“参乡水街”尽享夏日时光。 马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