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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咨询
新闻报料

掌上吉林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魏玉
坤 韩佳诺）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10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市场需求持续改善，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工业生产有所加快，服务业增势良
好。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6％，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0.39％。全国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增长7.7％，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
点。

市场销售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继续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43333亿元，同比增长7.6％，比上
月加快2.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07％。

1至10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
比1至9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前10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419409亿元，同比增长2.9％，比1至9月
份回落0.2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同比由降转增，贸易结
构继续优化。10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5417亿元，同比增长0.9％，上月为下降
0.7％。1至 10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43199亿元，同比增长0.03％。其中，民
营企业进出口增长6.2％，占进出口总额
的比重为53.1％，比上年同期提高3.1个
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
稳中有降。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5％，与上月持平。31个大城市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2个
百分点。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 比 下 降 0.2％ ，环 比 下 降
0.1％。

“总的来看，10月份，国民经济持续
恢复向好，主要指标持续改善，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需求仍显不足，
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
办发布会上表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
施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
防范风险，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金黄的稻穗、缤纷的五谷、敦实的粮
仓搭起了丰收的舞台。从“沃野金黄”到

“颗粒归仓”，希望的田野上处处洋溢着
农民幸福的笑脸。

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
我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加快推进

“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目标实现，狠
抓粮食生产，逐个环节安排部署、逐季压
茬推动落实，全力以赴抓好农业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收。

据农业农村部门预测，我省粮食丰
收已成定局，粮食总产量有望达到850亿
斤左右。

从一“消”一“长”看藏粮于地

初冬时节，走进大安市联合乡万福
村信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
忙着装袋、打包、运送稻谷。

“8年来，通过采用江水洗田和秸秆
还田的改良方式，利用嫩江水不断稀释
土壤中的盐分，淡化表层、熟化耕层。今
年，绿色水稻和有机水稻产量分别达到
6000吨和1000吨，接近中产田水平。”公
司负责人王千士自豪地对记者说。

同时，公司通过持续摸索，引进稻、
鸭、蟹、鱼共作立体农业模式。以水治
碱、生物治碱双管齐下，现在土壤pH值降
到了7.5左右，不仅粮食产量得到明显提
高，还实现了“一水多养、一田双收”。

从白茫茫到金灿灿，一幅“碧水蓝
天、草茂粮丰”的美景，正在我省西部完
美呈现。2022年以来，全省谋划实施盐
碱地综合利用土地整治项目145个，计划
新增耕地70万亩，实现种植49.4万亩。昔
日的不毛之地，正成为我省粮食产量新
的增长极。

盐碱地“消”，黑土地“长”。在梨树
县十家堡镇铁岭窝堡村铁华果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大院内，一排排集中连片

的储粮栈子里装满了金黄的玉米。一场
大雪过后，栈子顶部覆盖一层厚厚的积
雪。

“玉米‘上楼’能减少2%的损耗。村
里搭起了300米长的立体栈子，储粮可达
160万斤。虽然刚下了一场暴雪，但我们
的粮食基本没受影响。”铁岭窝堡村党支
部书记刘营捡出一穗玉米高兴地对记者
说，“你看这果穗长得规矩、路子直、颗粒
大、满尖，又是一年好收成！”

为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今年，梨树县在“梨树模
式”原有4种保护性耕作模式的基础上，
融入了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沤还田，
打造了更加节本增效的“4+2梨树模式”
升级版。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建成了
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的现代农
业生产单元30个。

从对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攻关探索
到面向全国推广，经过十余年时间，“梨
树模式”从2007年200多亩“秸秆全覆盖”
试验田起步，2023年推广面积发展到310
万亩，占玉米面积的90%左右，实现适宜
区域全覆盖，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趋
势实现逆转。

“通过选取100个乡镇、1000个村、
10000名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黑土地保护
技术‘百千万’示范引领提升行动，今年，
全省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扩大到3300万
亩，稳居全国首位。”省农业农村厅黑土
地保护处副处长薛大伟说。

从会种田到“慧”种田看藏粮于技

从黄牛下田到机器耕地，从靠经验到
靠大数据，随着一项项新技术落地，一台
台大农机驰骋，田间地头激荡着科技动
能，凸显农业现代化“金扁担”的硬支撑。

在永吉县九月丰家庭农场，农场经
理肖遥正在对收割入库的稻米进行湿度
检测。高清监控摄像头、传感器，田间气
象站，太阳能杀虫灯等高科技设备矗立
田间，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今年水稻种植面积4000亩，预估产
量460万斤。相较去年，增幅达到5%至
10%。”肖遥乐呵呵地对记者说，今年气温

对水稻生长极为有利，种出来的稻子色
泽金黄，籽粒饱满，每穗130到150粒，有
一两重。

良田用上良种，才能多产好粮。作
为农业农村部推介的全国家庭农场典
型，2016年，国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九月丰家庭农场正式挂牌成立吉林试
验站，每年试验示范水稻品系、品种1700
多个，目前拥有“天隆优619”和“天隆优
649”两个高产抗病新品种。

有了良种，还需要良法、良技的配
套，才能助力粮食丰产丰收。农场从春
种、夏长到秋收，农业机械包揽了全部工
作，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100%。今年，农场引进了水稻机械化有
序抛秧和水稻无人机智能变量施肥两项
新技术。

“无人机飞行期间在水稻长势旺盛
地块，施肥器口会自动闭合，飞到长势较
弱位置，再自动打开，确保了田块施肥均
匀，实现了丰产又降低了成本。”肖遥说。

在农场监控中心，肖遥又向记者介
绍，通过建立地面摄像头、低空无人机和
遥感卫星多层立体管控平台，农场实现
了耕种、管理、收割和运输全流程监控。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年初以来，我
省主动加压，超额分解下达粮食9000万
亩、大豆492.8万亩和油料336万亩播种
面积，分别超国家任务418万亩、3万亩和
0.6万亩。春耕播种苗情好于往年，为粮
食丰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通过实施单产提升行动，实现
粮食主产县全覆盖，建设粮油作物高产高
效攻关示范区25个，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
234万亩，落实‘一喷多促’技术1570.5万
亩，多措并举推动各地集成推广高产高效
技术模式。”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处长王永煜说。

随着秋收工作陆续结束，各粮食主
产区捷报频传，丰收已成为今年全省粮
食生产的主旋律。政策聚焦发力，专家
把脉会诊，农民全力以赴，扛稳国家粮食
安全重任，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
石”，吉林正向千亿斤新台阶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为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
力度，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
长机制，不断增强企业职工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根据吉林省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
情况和2023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
目标，结合全省实际，吉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制定了2023年全省企业工资
指导线。经省政府审定同意，予以发布。

2023年企业工资指导线：企业职工
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上线为7%；企业职工
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中线（基准线）为5%；
企业职工货币平均工资增长下线为
3%。上述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

工工资分配。
企业应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实际，参照

工资指导线上线、中线、下线，合理制定本企
业年度工资增长计划，调整和确定企业各岗
位人员的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促进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维护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各地要指导企业按照《吉林省企业工
资集体协商条例》规定的程序、内容及相
关要求，参照工资指导线，及时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按规定送
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备
案，并在规定时间内以适当方式向全体职

工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在企业工资
指导线发布之前已签订工资集体合同的，
如原集体合同涉及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
未达到工资指导线水平，可参照工资指导
线并结合企业经营情况，重新调整工资增
长水平，签订工资集体合同变更书，作为
集体合同的补充协议。

各地要加强宣传引导，使企业和广大
劳动者充分认识工资指导线对企业工资
分配的宏观指导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自觉按照工资指导线安排职工
工资增长，合理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5 日电（记 者 戴 小
河）中国石化15日宣布，公司部署在塔里木
盆地的中国石化“深地一号”跃进 3－3XC
井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日产原油 200 吨，
天然气 5万立方米。该井完钻井深达 9432
米，刷新亚洲最深井斜深和超深层钻井水平
位移两项纪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院长郭旭升说，该井的成功钻探再
次证明中国深地系列技术已跨入世界前列，
为进军万米超深层提供技术装备储备。“深地
一号”跃进3－3XC井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
沙雅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除了面临超
深井具有的地质结构复杂、高温、高压等难
题，该井还设计有3400多米的水平距离，面
临套管下入难、岩屑在水平段易形成“岩屑
床”等新问题，施工难度国内外罕见。

跃进3－3XC项目由中国石化西北油田
主导，集成应用了长寿命旋导、高性能钻头等
先进提速工具，大胆采用新工艺解决破岩提
速等难题，还充分运用大数据、远程支持等手
段高效提供风险预警，实时优化钻井参数，实
现了从“经验钻井”向“科学钻井”的突破性转
变。

郭旭升说，跃进 3－3XC井地处塔里木
河上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红线之外，但开采
的油气却来自数公里之外的保护区下方
7200多米处的超深层。西北油田创新运用
超深大位移技术，在地层下水平延伸3400米
后获得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想要在“又深
又黑”的地下，通过大位移水平井准确找到油
气，还必须给钻头装上“眼睛”。西北油田采
用超深高温高效定向技术，利用高精度随钻
测控系统将垂深7000米以下信号实时传输
至地面，让钻头犹如长了“眼睛”，随时调整钻
头行进轨迹。

近年来，世界新增油气储量60％来自深
部地层。深层、超深层也已经成为我国油气重
大发现的主阵地，我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
达671亿吨油当量，占全国油气资源总量的
34％。以塔里木盆地为例，仅埋深在6000至
10000 米的石
油和天然气资
源就分别占其
总量的 83.2％
和 63.9％ ，勘
探潜力巨大。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李恒 顾天
成）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癌症防治专项行动，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制定公布《健
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
2030年）》。

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癌症防治体系
进一步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癌症筛查和早
诊早治能力显著增强，规范诊疗水平稳步提升，
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总体癌
症5年生存率达到46.6％，患者疾病负担得到
有效控制。

控制危险因素是降低癌症患病风险的重要
一环。方案从开展全民健康促进、减少致癌相
关感染、加强环境与健康工作、推进职业性肿瘤
防治工作等方面进行部署。其中提出，到2030
年，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80％以上。

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强癌症防治机构能力
建设，完善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癌症防治
网络。推进以肿瘤专科为重点的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设置与建设。具备条件的二级及以上医院
设置肿瘤科，能够开展癌症筛查和常见多发癌
种的一般性诊疗。

方案还提出，进一步提升肿瘤登记报告规
范化、制度化程度。到2030年，肿瘤登记工作
所有县区全覆盖，建立不少于1145个国家级肿
瘤登记处。试点开展高精度肿瘤登记工作，加
强原位癌、病理分型、临床分期等信息采集。高
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持续提高，适龄妇女宫
颈癌人群筛查率达到70％，乳腺癌人群筛查覆
盖率逐步提高。

10月份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总产量有望达到850亿斤左右——

“压舱石”是怎样炼成的

省人社厅发布2023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公布
新版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9432米！中国石化“深地
一号”跃进3－3XC井刷新
亚洲最深井纪录

牢记嘱托谋振兴
感恩奋进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