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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根据全国网信
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安排部
署，中央网信办宣讲团成员、中
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
长易涤非，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
成员、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
师、 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
新红来到我省， 就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作了两场宣讲。
宣讲报告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紧扣全会审议
通过的《决定》,从“坚持和巩固
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
大政治问题出发， 深刻阐释了
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 系统解
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
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于
全省网信系统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
会精神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宣讲报告论述深刻， 内涵
丰富，重点突出，既有政治的高
度、思想的深度，又有理论的温
度和实践的厚度。 会后，与会人
员纷纷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全会精神上来， 担负起学习宣
传贯彻全会精神的政治自觉和
行动自觉， 把全会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不断开创
全省网信事业新局面。

各市（州）党委网信办，省
直、 驻省中直有关部门单位负

责同志及业务骨干， 新闻网站
负责人及采编骨干， 省互联网
业联合会部分成员单位负责
人，网络名人代表，吉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吉林祥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及业
务骨干等 600 余人在现场聆听
了报告。

/ 吉林日报记者 李抑嫱 实
习生李佳 报道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东辽
县把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的
治本之策，突出“政企联动、龙
头带动、政策驱动、市场推动”，
坚持“输血”“造血”一起抓，探
索出了一条以县域龙头企业为
引领、以乡村特色产业为支撑、
以产业项目为带动的可持续发
展的产业脱贫新路， 加快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牵住“牛鼻子”，过上好日子
企业发力脱贫增动能

强化扶贫“造血”功能，是脱
贫的关键。

东辽县深入推进“政府 +
企业 +市场 + 贫困户” 的政企
合作扶贫模式。 依托金翼集团
蛋品加工能力强大的优势，在

2016 年， 由县财政出资 3000
万元专项扶贫资金， 金翼集团
出资 2000 万元，共同成立吉林
众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实施
了覆盖全县所有贫困人口的年
存栏 720 万只蛋鸡标准化养殖
扶贫项目。 目前，已完成泉太镇
德智村及安恕镇关门村、 泉眼
村 3 个百万只蛋鸡标准化基地
建设。 2016 年以来，累计向全
县贫困人口分红 1160 万元，贫
困人口年人均分红 530 元。 同
时， 援建贫困户危房 29 户，帮
助 21 个贫困村实现有线电视
安装全覆盖。

不仅如此， 东辽县依托辽
源市东北袜业园， 积极引导安
恕镇李趟村、足民乡安良村等 7
个贫困村实施企业驻村建厂运

营模式，把服装、轻纺、棉袜企
业生产链条延伸到村组， 就地
促进劳动力就业， 实现贫困人
口分红。

通过深入推进“小商品加
工 +转移就业 + 贫困户” 的转
移就业扶贫模式，2016年以来，
带动周边群众 190 余人就业，
贫困人口年人均分红 560元。

企业发展、农民脱贫两不误
庄稼地里种出新希望

秋收过后， 东辽县境内的
多处大棚承载了更多脱贫致富
的希望。

在渭津镇大榆村的大球盖
菇种植扶贫项目基地， 村书记
胡宝才告诉记者：“今年这大棚
刚建好， 明年就能给全镇的贫

困户分红了。 ”
全力推进“龙头企业 + 基

地 +贫困户”作用。东辽县坚持
引进新建与扶持培育“两手
抓”，依托正旭菌业、东峻科技
等龙头企业，采取订单合同、保
底收购等方式， 建立稳定利益
联结，实现了企业盈利、地方发
展、贫困户脱贫三方共赢。

2016 年以来，泉太镇老营
村、安恕镇李趟村、建安镇营场
村、 金州乡大度村等 8 个贫困
村建设食用菌大棚 101 栋，通
过实施黑木耳、大球盖菇、香菇
等食用菌项目， 为贫困村 497
名贫困人口分红 55.44万元。食
用菌种植扶贫项目，还为贫困村
农户提供了 50多个劳动就业岗
位，人均月工资 1800元以上。

农产品“变身”，“电商”快车直达
扶贫联盟“帮忙”共赢

农民手中的“土特产”变成
“金招牌”。

在东辽县，“电子商务 + 贫
困户 + 农产品” 的农村电商扶
贫模式带火了黑土地产出的农
产品。

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贫困
户增收的重要载体，依托东辽县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孵化基
地)、吉林省东峻科技有限公司两
户电商企业，辐射带动全县村级
电子商务中心站建设。 目前，21
个贫困村已全部建立村级电商
站，其中，双福、大度、树安、老营、
五龙5个村被评为省级电商村。

/吉林日报记者庞智源 报道

高架塔吊在空中转动着手
臂，运输车在工地内来回穿梭，
一队队工人在脚手架上忙碌着
……这是记者近日在长春北湖
新城吾悦广场项目现场看到的
场景。

长春北湖新城吾悦广场建
设项目坐落在北远达大街与应

化新路交会处。项目于 2017年
12 月 15 日成功摘牌， 共分为
A、B、C、D 四个地块，总占地面
积 17 万平方米。 其中，A 地块
为商业项目，总建筑面积 25 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购物中心、金
街、外街、配套公共设施用房、
超市、 车库以及机房等， 计划
2020 年 6 月 12 日正式开业，
开业后将解决就业岗位 3000
余个；B、C、D 三个地块为住宅
项目， 总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
米。 截至目前，项目已投资 38.5
亿元， 商业地块外部景观工程

已完成 50%， 楼体外装工程今
年将完成 80%， 内部装修正在
进行当中。

作为长春市重点商业项目
之一， 北湖新城吾悦广场建设
项目在做好商业地块建设的同
时， 也对住宅项目建设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目前，住宅
项目主体已经全部完工， 将陆
续交付使用。

“为打破千篇一律的商业
装修风格， 我们会根据每个地
区的不同特色和特点， 将商场
的 20%设计成为‘一店一色’的

独特景观，同时保留超市、电影
院、KTV、健身房、儿童乐园等
诸多形式的业态。 ”长春新城万
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勇说， 除独特景观和多种业
态并存之外， 还将在商场的 5
层和 6两层提供餐饮服务，1层
至 4 层将设置各种品牌服饰和
自主品牌， 目前招商正在进行
当中，最终将实现满铺开业。

“项目落地以来，长春新区
及北湖科技开发区管委会两级
政府部门给予我们项目大力支
持。 ”胡勇笑着告诉记者，为解

决周边配套不完善等问题，长
春新区和北湖科技开发区管委
会按照公司设计方案， 对项目
周边景观、道路、亮化等工程进
行政府招标，并提前开工建设，
确保了项目快速顺利进行。 在
今年的 8 月， 北湖科技开发区
管委会还提前召开了协调会，
解决项目电容量不足等问题，
通过宏观调控电配套施工，为
项目按时完工和交付使用解决
了后顾之忧。

/ 吉林日报记者 徐艳秋 刘
霄宇 报道

把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全国网信系统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在我省举行

打造长东北商业新地标

长春北湖新城吾悦广场项目明年6月开业

11月， 吉林大地大片大片
的玉米秸秆被打包运往附近的
工厂。 粉碎、发酵、压块……小
小秸秆， 开启了它的“绿色之
旅”。

第一批秸秆来到长春市九
台区东湖镇。 在吉林省伯宇现
代农业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院
内，秸秆经过清洗、高温、膨化，
发酵成饲料。

“饲料喂牛， 牛粪养蚯蚓，
蚯蚓喂鸡、鱼，鸡粪、鱼粪作为
肥料， 用于明年的玉米耕种
……” 公司负责人孙志彪告诉

记者，秸秆完成“旅行”后，以另
一种形态回归土地。

第二批秸秆来到卡伦镇。
在九台区城西长拖秸秆专业合
作社生产基地内， 成千上万吨
秸秆在这里被粉碎。 方捆的秸
秆做成饲料。 圆捆的则做成基
料。 合作社负责人称，粉碎后的
秸秆一部分运往长春， 由一家
企业将其加工成有机肥的原
料。 另一部分，将运往浙江变成
饲料。

像“长拖”这样的秸秆综合
利用专业合作社， 仅九台区内

便有 20 多个，由此也催生了近
700 位秸秆收购经纪人。 这些
经纪人有效解决了农户面对秸
秆处理“单打独斗”的困局。

秸秆的综合利用， 让九台
区获得了不少荣誉。 2016 年，
九台区的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
工作位居全省第一名；2017 年
位居全省第二名；2018 年 11
月， 九台区秸秆综合利用的典
型经验受到国务院大督查通报
表扬。

在德惠市， 一批批秸秆正
被送往国能德惠生物发电有限

公司。 秸秆按质论价，每吨 200
元到 250元。每天，在这里等候
质量验收的车队， 成为德惠经
济开发区北区太兴村一道独特
的风景。

“今年补助政策好，预计能
收购 25 万吨左右。 ”国能德惠
公司负责人孙培义告诉记者，
他们组织了 26 个作业队，投入
174 台设备， 每天收购秸秆的
作业量达到 3000多公顷。

据介绍， 国能公司目前每
天发电 70 万千瓦时， 可消耗
180 公顷土地的玉米秸秆，全

年秸秆消耗设计能力约 28 万
吨。

除了离田利用， 秸秆还田
是其最短的旅行。

在公主岭、农安、梨树、松
原等地， 丰收过后的秸秆被直
接粉碎还田。

农业的春华秋实， 一半在
籽粒，一半在秸秆。 小小秸秆的

“绿色之旅”， 正彰显着我省秸
秆综合利用不断探索的坚定步
伐。

/吉林日报记者 孙翠翠 实
习生 林冬雪

“输血”“造血”一起抓
———东辽县走出“扶贫 +”新路径

小秸秆的“绿色之旅”
———我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扫描

正当时

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