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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
到，今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760.6亿
斤，单产892.4斤/亩，这已是吉林省连
续第八年粮食产量保持在700亿斤以
上。

我省制定了8条稳定发展粮食生
产政策措施，向市县分解下达粮食播
种面积指导性计划，推动各地采取有
效措施，稳定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今
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8523万亩，比上
年增长55.6万亩。

3月底，我省251家重点农资企业
全部复工复产。4月中旬，全省春耕

生产所需种子、化肥、农药全部到位，
备耕进度快于去年同期。143万台
（套）农机具春播前全部检修完成。及
时检修维护抗旱设施，全省可正常供
水抗旱水源井25万眼，保证2500万亩
坐水种能力。

春耕时期，各地抓住4月27日以
后气温回暖和土壤墒情较好的有利
时机，大力开展机械抢墒播种，因地
制宜实施抗旱坐水种712.95万亩，对
缓解春旱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全
省在适播期内全面完成了春耕播种
任务。全省玉米平均保苗率达到

96.06%，比上年高2.06个百分点，为
近5年来最高水平。

针对7月以来持续的高温少雨天
气造成的中西部部分地区干旱，积极
组织全省累计开展浇灌面积2640万
亩次。针对3次台风影响，及时印发防
范台风紧急通知，派出工作指导组，开
展灾后指导1.6万人次，指导各地做好
防灾减灾工作，尽量减少灾害损失。

10月17日，全省倒伏作物抢收完
成。到11月4日，全省秋粮收获基本
结束，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报道

12月11日，长春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发布了关于对《长春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年）》进行公示
并征求意见的公告。

据了解，新示范区简称为长春农
高区，位于吉林省中部，公主岭市区
东北部，内交通发达，长平高速、102

国道、哈大高铁、京哈铁路全线通过，
总产值达110.2亿元，规划分为示范
区和核心区，面积达近150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为2020-2035年，近
期为2020-2024年，与建设发展规
划保持一致；远期为2025-2035年。

将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建设成为国家农业农村现代

化先行示范区，包括国家农业生产
科技引领区，国家第六产业建设先
行区，东北特色乡村振兴样板区以
及北方现代农业推广服务中心。预
计到2024年，长春农高区总产值达
到300亿元，到2035年总产值将达
到700亿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今年我省粮食再获丰收
总产量达到760.6亿斤

长春再次规划国家级新示范区
预计到2024年长春农高区总产值达到300亿元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从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
上了解到，自 2020 年 12 月
14日起，吉林省政府政务大
厅上下班时间延后半小时。

据了解，按照《长春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
善错峰上下班措施的通知》
要求，为缓解长春市中心城
区早晚高峰交通压力，落实

错峰上下班措施，省政府政
务大厅上下班时间延后半小
时,作息时间调整为9:00至
16:30，中午不间断服务，驻
厅各部门（单位）审批办、各
驻厅单位均按照此作息时间
执行，自2020年 12月 14日
起施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温暖消费吉林行”系列活动，是
为落实全国“两会”对消费维权工作提
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贯彻吉林省委、省
政府关于“六稳六保”的工作部署，由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吉林省消费
者协会联合部分企业共同开展的公益
活动，旨在保民生、促消费、助发展，通
过争取国内知名电商的支持，利用电
商平台拓宽扶贫商品的销售渠道，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同时，开展多

项优惠活动惠及广大消费者。
12月9日继续通过苏宁榴莲直

播平台进行公益助农直播带货线上直
播。本次直播中吉林省苏宁易购、长
春移动将作为支持单位倾情加盟，不
仅在产品上严格甄选，确保价格惠民；
同时在直播间通过留言互动形式抽选
幸运消费者赠送出本地特色美食等礼
品、话费等福利。本次直播当中的选
品来源于市场监管总局、省市场监管

厅、各地商务局及第一书记协会推荐
的二十余个性价比较高的商品，展出
了具有吉林省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此
次“温暖消费吉林行”公益扶贫助农直
播活动人气流量达4.7万，成交金额
达1.42万元，手抓饼、辣白菜、蓝莓干
成为最受消费者欢迎的商品。今后我
们将继续借助直播优势，让更多消费
者了解吉林省的优质农产品，拓宽销
售渠道，助力本地农特产品销量提升。

“温暖消费吉林行”公益活动是
开放型的活动，欢迎吉林省广大经营
者、消费者积极参与进来，凝聚你我力
量，为提振消费拉动经济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报道

“温暖消费吉林行”扶贫助农
第三场直播活动火热开展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的召开，在
我省文化系统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
反响。大家一致认为，全会进一步统
一思想、明确任务、凝心聚力，吹响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的
号角。

省文化和旅游厅12月7日召开厅
党组会，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八
次全会精神。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书记张树斌要求全体党员要学深悟
透、实干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勇于担当、攻坚克难，逐条
逐项梳理，落实职责分工，明确进度
要求，实施挂图作战，确保条条落实、
件件落地、事事见效，不断推动文旅
事业、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梅河口市文联主席李松岩表示，
作为一名基层文艺工作者，将以此次
会议为新起点，立足省内外发展大
局，深刻理解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把宣传贯彻全会精神融入到文艺
创作中，以文艺创作的方式参与到社
会文化生活中，切实做到文艺为民、
文艺惠民。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对发展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建设文化强
省作出了部署。省作协主要负责人
表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开展
文学精品创作，推出更多的优秀文学
原创作品，开展更好的文学公共服
务，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需求，助推新时代北方文学高
地建设，为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贡献文学力量。

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宝宗表示：“学习贯彻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要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党的领导、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科学谋划好集团的

‘十四五’发展规划，以高质量发展履
行使命担当、以精品力作助力文化强
省建设。”

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常宏表示：
“‘十四五’期间，吉林人民出版社将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创新
发展理念，重塑人民社品牌形象。社
党委坚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创作一批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
伐的主题出版作品。把全会精神主
题转化为选题，使精品力作频现，让
文化振兴助力吉林振兴。”

全会的召开也让全省广大新闻
工作者备受鼓舞。吉林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记者王露莹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继续坚定政治素养，不断锤
炼“四力”，充分展示我省在各个领域
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要做好新时
代宣传思想工作，用专业报道向社会
准确传递党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政
策，夯实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信
心。”/吉林日报记者马璐 裴雨虹 纪
洋王皓李梦溪报道

凝心聚力 矢志前行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在我省文化界引发强烈反响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省政府政务大厅
今日起上下班时间延后半小时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及时化解
互联网运行过程产生的矛盾
纠纷，近日，在长春市司法
局、长春市人民调解委员会
的指导支持下，长春市互联
网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正式挂牌成立。

在调解方式上，长春市
互联网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除进行线下调解，还借
助新开发的线上调解平台实
现了线上智调能力、电子送
达及失联修复能力、诉调一
体化解纷能力和诉调纠纷大
数据研判能力的综合应用，
仅在试运行期间，线上调解
平台与相关法院案件智审平

台进行无缝衔接，圆满完成
了6起案件的调解任务。在
人才保障方面，在自有专业
调解团队基础上，阿里巴巴
集团人民调解委员会将提供
人才赋能，20名经验丰富的
阿里人民调解员将保障人民
调解委员会的日常运行。

长春市互联网矛盾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立，弥
补了长春市在互联网矛盾纠
纷人民调解领域的空白，将
为全市广大互联网用户搭建
更加通畅的维权渠道，促使
更多涉互联网纠纷案件在诉
前得到高效、便捷、快速的化
解。/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长春市成立
互联网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为“千吨万人”水源地划
定保护区是解决农村“千吨
万人”水源地保护的重要手
段，也是我省多年来推动解
决水源地保护的重点和难点
问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将其作为解决农村水源
保护的重大民生问题，逐年
加大工作力度，相继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阶段性
进展。截至目前，吉林省实
际供水规模达到“千吨万人”
的33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划定任务已全部完成。

“千吨万人”水源保护区
是 指 实 际 日 供 水 人 口 在
10000人以上，或实际日供水
量在1000吨以上，县级及以
上城市以外的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主要集中在吉林省
农村地区，共涉及33处水源
地。

为摸清底数，保障“千吨
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定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实现全省全覆盖，我省于
2020年年初组织各地开展农
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情况统计专网核查，进
一步掌握农村地区水源地基
础信息，打牢水源保护区划
定工作基础。

同时，我省出台了《吉林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规
范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划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对工作目标和任务时限
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并提出
了工作要求。期间，省生态
环境厅多次召开调度会、推
进会，并赴现场开展督导，对
各地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进行指导，要求各地加大工
作推进力度，按时限要求全
面完成农村地区“千吨万人”
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

2019年下半年，省政府
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
于委托开展农村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审批
工作的通知》，委托市（州）人
民政府对农村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进行审
批，此举为地级政府批复水
源地保护区提供了政策支
撑，极大提高了农村水源保
护区划定方案审批时效，优
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
案审批流程。通过一系列卓
有成效地推动，全省 33 处

“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区
划定任务全部完成，标志着
我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重
心由城市向农村地区延伸走
出了坚实的一步。/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我省全面完成
“千吨万人”水源保护区划定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2018年以来，省生态环境
厅通过深入摸底排查，确定了
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需在2020年底前淘汰10蒸吨
及以下燃煤锅炉共计1159台，

并将燃煤小锅炉淘汰工作列
为涉及民生的重点任务。如
今，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10蒸
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已全部
淘汰，实现了“清零”。/城市
晚报全媒体记者刘佳雪报道

我省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全部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