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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

7月12日，省管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以视频形式举行。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开班
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刻领悟、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汲取百
年党史丰厚滋养，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
实现吉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埋头苦干、
不懈奋斗。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主持开班
式。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朱虹
出席。

景俊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立足百年上下求索、百年逐梦前行的宏
阔时空维度，用“四个伟大成就”生动呈现了
我们党史诗般的壮阔征程，用“五个庄严宣

告”清晰定位了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时代坐
标，用伟大建党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鲜明的政治品格，用“九个必须”吹响了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冲锋号角，深刻
指明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方向道路和根
本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
践意义。

景俊海强调，铸就百年辉煌、成就振兴大
业，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真正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实际行动。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
证，坚定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一以贯之做到“两个维

护”。二要以思想引领为重要前提，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以贯之强化理论武装。三要以建党精神为
精神之源，弘扬光荣传统，自觉实践笃行，一
以贯之赓续红色血脉。四要以人民至上为根
本归宿，着力抓好兜底性、普惠性、热点性、长
远性民生，一以贯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五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深入推进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谋划实施一批具
有全局性、引领性、标志性意义的重大项目，
着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人才紧密融合的
创新体系，一以贯之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六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引领保障，
大力培树“严新细实”优良作风，坚定不移推
进反腐败斗争，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
景俊海要求，要精心组织办好这次专题

研讨班，确保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
所进。各位学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
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
内容同我省重点任务、自身工作实际紧密结
合起来，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干事创
业，奋力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张
旭霞，省级现职领导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秘书长，各市（州）、县（市、区）及省直各
部门单位、省属企业、大专院校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开班式。 /吉林日报记者 黄鹭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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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百年党史丰厚滋养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为实现吉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埋头苦干不懈奋斗

韩俊主持 朱虹出席

连日来，我省文化系统各部门纷纷召开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文联广大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气势恢宏、内涵丰富、振
奋人心，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聆听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大家心潮
澎湃，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学习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大家深受鼓舞，豪情万丈，信心百
倍。省文联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从建党的开天
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
的翻天覆地，到新时代新征程的惊天动地，百

年，又一个新起点，又一次新出发。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要永远将
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未来的
艺术创作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创作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志愿服
务更好更快发展，为吉林文艺事业大繁荣大发
展注入不竭动力。

省作协高度重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将其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组织全体职
工于7月1日当天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感受大会盛况，感悟思想伟力。召开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和支部委员会，
专题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党组成员和基层党支部代表、支部书记
分别交流学习体会。在下一步工作中，省作协
将组织专题学习，把握讲话深刻内涵，做好宣
传贯彻。召开省作协九届二次全委会，组织全
体委员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进行再学习，在全省文学界兴起学习贯彻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通过报告会、创
作采风、文学培训班等多种形式，面向广大作
家，开展宣讲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
专题党课，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切实提高党
员自信心、党组织凝聚力。

7月7日，吉视传媒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公司党委
班子成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结合各自思想和
工作实际，结合专题调研情况，系统开展党性
分析，交流学习心得，对照自身在工作作风、精
神状态、担当履职方面的不足，谈认识、谈体
会、谈感受、谈举措。大家纷纷表示，要积极发
扬斗争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积
极营造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转变作风、狠抓落
实的浓厚氛围，确保公司今年各项重点任务和
发展目标顺利实现，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好
头、起好步，以优异的业绩向建党100周年献
礼。 /吉林日报记者 马璐 王皓 李梦溪 报道

脚踏实地敢担当 凝心聚力开新局
文化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4月27日一大早，三道河子村临时召开村
“两委”班子成员会议，除了备春耕和森林防
火，产业发展仍是一个重要议题。

“只有产业兴旺，黑土地才有吸
引力，奔小康才能可持续”

三道河子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种地
兼顾外出打工曾是村民们的普遍选择。谷凤
杰清醒地认识到，要致富，光靠种地和外出打
工不行，变单一农业生产为多种产业发展才
是全村的希望。“只有产业兴旺，黑土地才有
吸引力，奔小康才能可持续。”谷凤杰说。

说干就干！她带领村民找项目、筹资金，
依托三道河子村的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2011年，三道河子村成立敦化市谷丰大
豆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建成以大豆、玉米为
主的农作物种植基地600余亩，通过自身种植
和合作社利润返还，社员人均年增收5000余
元。

2012年，她又组织村民创办了敦化市大
石头镇三河富民蛋业专业合作社，实现标准
化蛋鸡养殖规模2.5万只，年利润达60余万
元。

2013年，经过考察，谷凤杰开始在全村推
广“合作社＋特色种养业”模式。她先把村民
致富项目锁定在发展黄牛养殖上。刚开始，
不少村民有顾虑，她鼓励说：“母牛下母牛，三
年变五头，大家好好养殖黄牛肯定没错！”村
民买黄牛没有资金，她就个人担保为十几户
村民贷款200多万元。随着黄牛养殖规模不
断扩大，收入逐年提升，其他村民纷纷加入到
黄牛养殖行列。如今，“牛村”的雅号，已在十
里八村叫响。

风吹草低，牛羊遍地。走进三道河子村
的地界，“哞哞”的牛叫声此起彼伏。“我们村
95%以上的农户从事黄牛养殖产业，黄牛存
栏达到3000头，年销售近千头，全村年均黄

牛养殖总收入达1800多万元。”提起村里的
黄牛养殖，谷凤杰乐得合不拢嘴。

为村民找到好的产业项目，一直是谷凤杰
最开心的事。2016年，三道河子村创建全市
第一个“巧姐”创业示范村；2019年，她又帮助
富余劳动力联系务工项目，村民年增收达209
万元……

一个个产业项目的上马，不断夯实三道河
子村的致富之路。

2019年，三道河子村全部贫困户实现脱
贫；2020年，全村168户618人，人均年收入从
11年前的8000元涨到3.5万元。“带领大家共同
致富，这是我丈夫最大的愿望，现在我替他实
现了。”说这话时，谷凤杰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
花。

“钱袋子”鼓起来了，老百姓的日子红火起
来了，谷凤杰带领村民多渠道增收致富的脚步
却从未放缓。

谷凤杰是全国、省、县、乡四级人大代表。
本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初
心，她深入群众、认真调研，切实了解农民所思
所想所盼，仔细打磨每一条提案，积极为群众
代言发声。同时，她也十分珍惜每次人代会的
机会，在会上多听、多看、多学，把先进经验带
回三道河子村，用于发展建设。2020年全国
两会期间，谷凤杰听说了浙江嘉兴、湖州一带
的“湖羊”养殖项目，便主动与浙江省的全国人
大代表交流，之后又多次通过电话、视频与浙
江多家湖羊养殖场联系、咨询。为打消村民的
疑虑，她首先自己拿出上万元经费，带领部分
有养殖经验的村民和村干部赴浙江实地考察。

“我愿意养！”考察回来，养牛大户姜殿文
自告奋勇。但是，养殖场地却成了难题。谷凤
杰马上召开村“两委”班子成员会议，商议后决
定：用村里申请来的省级扶持壮大集体经济资
金盖两栋羊舍。

难题被逐一攻克，三道河子村湖羊养殖合

作社终于成立了。
在三道河子村的西山湖羊养殖基地，记者

看到了几百只膘肥体壮的湖羊。不到一年的
时间，三道河子村的湖羊已由当初的170只发
展到600多只，两栋新建羊舍已经不能满足需
求。“最近下了好多小羊羔，羊舍不够用了，我
们正计划着再盖上几栋呢。”谷凤杰告诉记者，

“湖羊”项目已带动5户村民实现增收20万元，
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益3.5万元。

“接下来，我们准备建一个小型的屠宰场，
打造三道河子村自己的牛羊肉品牌，自产自
销，缩短产品流通链条，让农牧产品实现利益
最大化。”在谷凤杰的规划下，三道河子村的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扎根，我
们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致富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
留下来，在三道河子这个小乡村寻找事业发展
的大舞台。

“80后”村民刘波是延吉市人，几年前，她
不顾父母反对，和丈夫一起扎根三道河子村。

“我第一次来就相中这个地方了，有山有水有
产业，日子一定能过美。”刘波说。三道河子村
产业兴旺，刘波夫妻二人勤快实干，小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家里种了7垧地，养了20多头黄
牛，农闲的时候打打零工，一年算下来差不多
能挣20来万。”2018年，刘波成了村“两委”班
子成员。在谷凤杰的带动下，她立志要为乡亲
们多办实事儿。“我是党员，要向谷书记学习，
为村子的发展出力。”刘波语气坚定。

“回流”到三道河子村的年轻人中，还有谷
凤杰的女儿丁淇。“当初，我其实是被我妈拽回
来的。”丁淇笑着说。原来，三道河子村地处北
纬42度黄金玉米带，玉米产量高、质量好，但由
于销路单一始终卖不上好价钱。于是，谷凤杰
提议在村里建一个鲜食玉米加工厂。面对一

个投资大且收益期长的新产业，村民们都不敢
尝试。如何才能把好的产业项目留下来？谷
凤杰将目光投向了在敦化市干个体的女儿和
女婿身上。

面对母亲的劝说，女儿丁淇毅然关停多家
门店，募集资金256万元，回乡开了一家集玉米
生产加工、黄牛繁育养殖、草原星空帐篷和学
农实践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公司。丁淇
的公司集中当地优势资源，立足一二三产业联
动，着眼发展农牧循环经济，既能就地解决玉
米、秸秆等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还能为村民提
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和技术指导。

2020年8月，丁淇的鲜食玉米加工厂正式
投入生产。当季生产的2.5万穗玉米被抢购一
空，截至今年，已直接带动115名村民就业，人
均增收8000余元。今年，丁淇又流转了部分
村民的土地，进行玉米统一种植，并和农户签
约以每吨1500元的价格回收农户玉米。谷凤
杰欣喜地算了一笔账，“普通玉米市场收购价
每吨700元至800元，除去前期在玉米种子等
方面增加的投入，乡亲们的收入差不多还能翻
倍！”

蓝天白云，袅袅炊烟。美丽的三道河子
村犹如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阔步走在乡村
振兴的大道上。三道河子村的未来，谷凤杰
心里早已有了规划：围绕农产品延伸产业链，
发展配套产业，通过一二三产业的共生共融，
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我们打算将传统农业与旅游、文化、科技等
产业要素结合起来，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
业、创意农业，既美化环境又实现增值。”谷凤
杰详细介绍着。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三道河子村的
变化让年轻人看到了希望，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纷纷回来发展了。谷凤杰说：“农村是一个广
阔的舞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扎根，我们一
起建设美丽乡村。” /吉林日报记者 李娜 报道

情系乡亲谱新篇
——记敦化市大石头镇三道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谷凤杰（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