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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
《2020年度正能量报告》，用数据解读
中国民间爱与美好的变与不变。这是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第三次发布年度
正能量报告，除了备受关注的正能量
省份、正能量城市等数据外，此次报告
也展示了更为丰富、立体的民间正能
量群像。

在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中，长春
市成功入选，以年度19次获奖次数获
得榜单第6名。获奖数据来源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自2019年至2020年之
间的特别奖、周评奖数据。据了解，

2019-2020年度，获奖者覆盖地市数
据增长近30%，省会城市获奖者占比
降低，获奖者更贴近每一个人。从山
野乡间到热闹城市，正能量的火炬在
各个角落点燃、传递。

在获奖者的自我标签里，除疫
情中慷慨逆行，生活、岗位中时刻救
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外，退伍军人
也成为年度热门标签，曾经他们一
身戎装满腔热血保家卫国，如今他
们深入各行各业继续传递这大爱与
温情。

他们中就有城市晚报报道过的吉

林白山退伍军人张吉林。张吉林勇斗
歹徒，一招制敌的英勇事迹经城市晚
报报道后，迅速引发强烈反响，新华
社、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央级媒体纷纷
转载，获得网友们数万个赞！对此城
市晚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为他
发放证书和万元奖金，白山市见义勇
为工作办公室为他颁发见义勇为行为
确认证书及慰问金。退役军人工作部
门也积极在各类媒体上做好事迹宣
传，让这种见义勇为，匡扶正义，惩恶
扬善的社会道德风尚蔚然成风。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九月金秋，丰收在望。在梨树县泉
眼沟村的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试验
示范基地，玉米叶沙沙作响，粗壮饱满的
玉米棒傲然立于秸秆之上。

特殊的时空节点，往往会勾起厚
重又难忘的记忆。7月22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时强调，农业现代化，
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
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
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
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要认真
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追寻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光，记者
来到梨树县，走进试验基地，走访基层
农技人员，倾听这个收获之季的幸福
足音。

藏粮于技，谋利于民
——一场黑土地上的耕作革命

近几日，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站长王贵满十分忙碌，记者见到他
时，已是晚上下班时分。

“最近来梨树参观学习的特别多，
‘梨树模式’特别火！”王贵满话语略带
疲惫，但仍掩不住兴奋之情，“总书记
强调‘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
这是对科技人员最大的褒奖，也给了
我们前行的动力和信心。”

“梨树模式”，正是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
业科技创新的生动实践，这一模式带
来了改善土地、保护环境、提高效益的
综合效应。

从2007年到2020年，从对黑土地
保护与利用的攻关探索到打造出黑土
地保护与利用的“梨树模式”，13年间，
积淀了渐渐“黑”起来的农田和越来越
多对“梨树模式”的认可。

“秸秆覆盖、条带休耕、机械化种
植，一次作业即可完成清理秸秆、开
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工序，这
是‘梨树模式’的核心。”王贵满介绍。

“总书记来到咱合作社的玉米地，
察看庄稼长势，让所有社员欢欣鼓舞，
我们更有信心和干劲了！”梨树县梨树
镇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
文镝说，保护性耕作技术不仅能增加
和更新土壤有机质，还可以改善土壤
性状，化肥越用越少，“特别是在干旱
年景，每公顷玉米产量比传统种法能
增加10%左右。”

经过连续10年监测，梨树县黑土
地保护试验地块土壤含水量增加20%
到40%，试验田保水能力相当于增加

40至50厘米降水，减少土壤流失80%
左右；耕层0至20厘米有机质含量增加
12.9%，每平方米蚯蚓的数量达120多
条，是常规垄作的6倍。示范推广面积
已发展到200余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
的七成。

夯基础，搭平台，聚人才
——一种多维发力的科技支撑方式

降水量、湿度、风速、土壤温度……
在梨树县泉眼沟自动气象站，中国农
业大学土壤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杜鹏
飞在认真查看试验数据。

在这片试验田里，还有很多人与
杜鹏飞一样，常年往返于学校与田间，
致力于黑土地保护研究，同时将研究
成果进行生产实践上的转化。

近年来，通过“校地融合”，推进
“科技入田”，梨树县吸引了来自各大
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生导师及博士
硕士研究生近200人，让“梨树模式”不
断得到优化和提升。

“梨树模式”的科技支撑力量不仅
来自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用王贵满
的话说，“一站一田”是支撑“梨树模
式”的“梧桐树”和“金土地”。

“一站”是指梨树县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梨树实验站。“实验站是以我国
东北典型黑土为研究基础，为东北平
原农业实现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调控技术体系，为中国农业大学
师生开展农学、资源与环境等学科的
教学和科研提供综合性野外基地。”
王贵满说，实验站承担梨树县与中国
农业大学的接洽联络和合作项目的日
常管理、跟踪服务等工作，开展学术
交流、农业科技培训以及研究、示范
和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农作物新品
种，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
障。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栖”。在王
贵满看来，实验站发挥了吸引和集聚人
才的关键作用，科研团队人数从最初的
40人发展到130人，对近几年“梨树模
式”的推广、应用、完善作用巨大。

“一田”是指位于梨树县高家村的
200亩试验田。从2007年开始，试验田
采用秸秆全覆盖耕作技术和宽窄行种
植模式，浓缩了十几年的黑土地保护
研究成果。“试验田是开展黑土地保护
的核心，是最宝贵的财富。”王贵满说。

站在试验田里，杜鹏飞做好了数据
记录，合上电脑，不由感慨：“能为国家的
粮食安全作出一点贡献，虽然很累很苦，
但是非常有意义，心中自豪，一定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期望，为这片黑
土地上留下更多的成果。”

高端论坛、农民研讨

与技术服务队
——一条多元参与的技术推广路径

作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30余年的
农技人，王贵满深知，好技术要推广出
去才能实现价值。

在“梨树模式”的推广上，经过几
年的摸索，已经形成高端论坛、农民研
讨和组建技术服务队三种模式共同发
力的推广路径。

2015年，“梨树黑土地论坛”应运
而生。其以放大院地合作优势、在全
国黑土地保护和利用中率先破题为宗
旨，以“中国农大梨树实验站”为依托，
集“农业科研、学术交流、成果转化、服
务三农”功能于一体，搭建起一个高端
载体和平台。每年9月，论坛邀请世界
农业精英和国内院士专家，举行一次
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大型学术交
流活动，共商黑土地发展大计。

近10年来，梨树农业部门还通过
组织高产竞赛、召开农民研讨会等形
式，吸引了全县种粮大户广泛参与，让
他们成为黑土地保护的忠实“粉丝”。
农民不断实践，再配合专家指导，双方
相互碰撞，专家听到更多农民的声音，
农民也能获得更好的收成，这些都为

“梨树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创造了基础
条件。

作为技术服务和推广部门，梨树
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抽调专门的技术
人员，组成技术服务团队对“梨树模
式”进行技术支持和服务，并通过建立
微信群进行工作安排和技术交流。技
术人员建立了统一的“2020梨树模式
研发群”、5个分片小组建立了本区域
的微信技术交流群，便于工作和技术
交流，提升工作效率。

短评：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五年
之中三次视察吉林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们前行的
指南和路标。

三农，国家之重、社稷之重，亦是
吉林省责任之重。梨树县是吉林省率
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者，也是吉
林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采取有
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
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重要指示精
神的实践者。“梨树模式”的成功令人
欣喜，更值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力
量倾注到黑土地保护中，这股力量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为指导，共同写好吉林前行的幸福故
事。 /吉林日报记者 陈沫 报道

省委组织部、省人社
厅及省扶贫开发办联合下
发通知，按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在全
国事业单位集中开展脱贫
攻坚专项奖励工作的通
知》要求，决定在全省事业
单位集中开展脱贫攻坚专
项奖励工作。

奖励范围
向基层一线及脱贫成效
明显的地区倾斜

专项奖励重点向基层
一线以及各级事业单位派
驻贫困村扶贫的工作人员
和集体倾斜，向脱贫成效
明显的地区倾斜。六级以
上管理岗位人员从严掌
握。对于2019年获得全
省脱贫攻坚专项奖励人员
和集体不再重复奖励，已
经获得国家级或省级荣誉
称号的不再重复奖励。

奖励程序
获得记大功的个人颁发
奖章及10000元奖金

在执行脱贫攻坚重大
战略部署和重大专项工作
中，表现突出、作出较大贡
献，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给
予嘉奖；取得突破性成就、
作出重大贡献，产生较大影
响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
集体，记功；取得重大突破
性成就、作出杰出贡献，产
生重大影响的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和集体，记大功。

奖励程序按照制定方
案、提出建议名单并逐级
上报、奖励决定单位审批、
公示、作出奖励决定并公
布等程序进行，确保每名
推荐人选经得起检验，确
保专项奖励工作公开公平
公正。对获得嘉奖、记功、
记大功的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和集体，颁发奖励证
书。获得记功、记大功的，
同时对个人颁发奖章，对
集体颁发奖牌。对获得嘉
奖、记功、记大功的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金。具体标准为：嘉
奖1500元；记功5000元；
记大功 10000 元。按照
《奖励规定》要求，所需奖
金通过相关单位现有经费
渠道解决，各级财政部门
要积极给予支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刘佳雪 报道

长春市人社局近日
下发“关于做好长春市高
校毕业生基层服务公益
岗位工作的通知”，为有
效帮助大学生加强岗位
实践锻炼、积累工作经
验、提高就业力，同时满
足长春市基层社区应急
体系、能力建设和部分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需要，鼓
励和支持各城区、开发区
开展“基层服务公益岗
位”开发，报名条件进一
步放宽。据悉，本次计划
分三批招聘 4000 人，第
一批1650人。

“基层服务公益岗
位”开发的渠道，一是社
区高校毕业生公益岗
位。以街道、社区建立

“保民生、保就业”服务队
伍为首要任务，主要工作
职责是基层人社服务专
员。二是机关、事业单位
高校毕业生公益服务岗
位。以开发辖区内机关、
事业单位编外新增的服
务性、辅助性岗位。主要
工作职责以具体用人用

岗需求为准。
2020年度长春市户

籍的高校毕业生，自愿从
事公益性岗位工作，且满
足以下条件的均可报名：
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作
风正派，无违法违纪；身
体健康、适合工作需求；
具备长春市2020年高校
毕业生基层服务公益岗
位开发计划表岗位要求
条件；未申办营业执照和
未缴纳社会保险。

高校毕业生基层服
务公益岗位实行“谁用
人、谁管理、谁考核”的管
理原则，上岗后给予不低
于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岗位补贴，并享受养
老、失业、医保等保险补
贴和采暖费补贴。所需
资金由市、城区（开发区）
财政各承担 50%。服务
期限最长为三年，签订用
工协议，一年一签，并严
格执行三年退出机制，三
年后自动解除协议。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刘佳雪 报道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布2020年度正能量报告

长春入选年度十大正能量城市

幸福洒满黑土地
——探寻奋斗中的“梨树模式”

牢记总书记寄予吉林的殷殷嘱托，激昂吉林人民干事创业的奋斗热情。
为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和“奋斗幸福观”的重要论述，本报今起推

出“幸福吉林”专栏，深入挖掘吉林“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享“幸福吉林”的精彩故事，
展现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征程中那些温暖的画卷。

追梦吉林，有你有我；奋斗路上，幸福前行。

开
栏
语

幸福
吉林

我省在全省事业单位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奖励

面向2020年度长春市户籍高校毕业生

长春市计划招聘
基层服务公益岗位4000人

9 月 5 日，长春机场
T2航站楼正式启动进港
旅客“吉祥码”自动化查
验工作。

根据吉林省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长春机场结合
秋冬季疫情防控形势变
化，自9月5日起对长春机
场进港旅客实施“吉祥码”
自动化扫码查验工作。

长春机场启动进港

旅客“吉祥码”自动化查
验工作，是应对秋冬季疫
情防控形势变化的重要
举措，同时是利用新技术
设备代替人工方式开展
扫码查验工作的新尝试，
也是疫情防控工作与智
慧机场建设深度融合的
新探索。

/陈鑫玉 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刘佳雪报道

长春机场启动进港旅客
“吉祥码”自动化查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