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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长春市召开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攻坚工作会暨市
食药安委会2018年第一次全体（扩

大）会议，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
市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部署
要求， 对创建工作进行再强化、再
动员、再落实，推动食品药品安全
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长刘长龙指出：群众满意是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最终目
的，全市上下都要振奋精神、全力
以赴，克难攻坚，高标准、高效率、
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创城任务，确保
顺利通过省和国家验收。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以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主线，通过实
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餐饮业提升

工程使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稳步
提升，通过深化改革使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能力不断增强，通过开展专
项整治使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
得到了有效遏制，全市食品药品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就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推
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刘
长龙要求：

一、食品药品安全是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强
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是各级党委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市各地各
部门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新时代做

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新部署、新
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
的问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不断
提高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

二、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扎实
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各项工作。全市
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在强化责任落
实上下功夫，坚持标本兼治、产管
并重、齐抓共管，确保“产”得安全、
“管”得到位，推动全市食品药品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具体要严格落实
食品药品安全主体责任，认真履行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切实承担

食品药品安全属地责任，真正实现
食品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
任可究”，真正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责任体
系。

三、凝心聚力、克难攻坚，确保
完成好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
建任务。 要加强改革创新，打造工
作亮点。 要聚焦群众满意，必须找
准热点、难点问题，继续强化治理
整顿，真正让群众放心消费。 全面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营造更加浓厚
的创建氛围。 各地各部门树立“一
盘棋”思想，努力提升全市食品药
品安全水平。 /记者 王海涛 报道

近年来，我省农业农村紧扣促
进农民增收，瞄准推动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 突出强化科技支撑，集
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的新技术，
为我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
了充沛动力。

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技
术， 是我省着力推广的新技术之
一， 这项技术是用作物秸秆覆盖
地表， 并对农田实行免耕少耕的
先进农耕技术。 实行秸秆覆盖还
田保护性耕作， 要从前茬作物收
获开始考虑，主要有秸秆覆盖、免
耕播种、 化学除草和农机深松等
四个步骤。

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5000 万
元资金，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覆
盖全省 8 个市（州） 的 32 个县
（市、区）。 我省已经探索形成适应
东、中、西部不同生态类型的秸秆
覆盖还田免耕播种技术。 其中包
括秸秆覆盖还田集行免耕播种耕
作技术。 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播种
耕作技术。 留高茬还田免耕播种
耕作技术。

从实践看，全省通过推广保护
性耕作技术，带来了农业可持续发
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实实在在的
好处：

节本增效， 实施保护性耕作，
可减少农耕作业环节 2-5 项，机

车少进地 3-7 次， 平均每公顷节
约成本 1000 元 -1500 元； 培肥
地力，实施保护性耕作，较传统耕
作可减少径流 60%， 减少水蚀
73%，减少土壤风蚀 60%。 平均土
壤蓄水量增加 14%～17%， 水分
利用效率提高 15%～19%。

实施保护性耕作，既避免秸秆
焚烧，保护环境，还节省秸秆运出
费用和劳动，为农民处理秸秆找到
了出路。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技术是解决我省畜牧业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关键技术。作为畜牧业大
省， 2017 年， 全省畜禽养殖总量
发展到 6.9 亿头只，猪牛羊禽等主
要畜种粪尿排泄量达到 6700 余
万吨，综合利用率约为 67%。

为加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力度，近两年来，我省先后争取国
家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试点项目 5 个， 资金总额达 2.82
亿元， 重点围绕畜牧业绿色发展，
主推“五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技术。

固体粪便堆肥利用。 以生猪、
肉羊、 家禽等规模养殖场为重点，
采用干清粪方式，对固体粪便进行
好氧堆肥发酵无害化处理，就地就
近还田利用。

畜禽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

以生猪、 奶牛等规模养殖场为重
点，采用升级的水泡粪或自动刮粪
回冲工艺， 对粪便和污水全量收
集，进行贮污池微生物技术和搅拌
处理后，实施还田利用。

有机肥生产加工利用。 以生
猪、肉牛、奶牛、家禽等规模养殖场
为重点，采用干清粪方式，对固体
粪便进行好氧堆肥发酵无害化处
理， 经专业化机械设备干湿分离、
搅拌、烘干、筛分、分装后实施高效
还田利用。

污水肥料化利用。 以生猪、奶
牛等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对干湿分
离、雨污分流后的污水进行集中收
集，经厌氧发酵或氧化塘储存处理
后， 与灌溉用水按一定比例混合，
实施水肥一体化灌溉农田。

粪污专业化能源利用。以专业
化畜禽粪污处理企业为核心，采用
厌氧发酵工艺，对周边生猪等养殖
场户的高浓度粪便和污水进行集
中处理，生产沼气发电上网或提纯
生物天然气， 沼渣用于生产有机
肥，沼液用于灌溉农田或实施深度
处理达标排放。

稻田综合种养技术， 既增加
了土地产出，又推动了绿色种植。
该技术充分利用生物共生原理，
符合生态农业、 绿色农业发展要
求，是生产绿色、有机稻谷重要的

措施之一。
采用这项技术后，稻谷增产增

收效果好，生态效益好，有效提升
地力。以“稻 -鸭”为例。稻田养鸭
每公顷可养成鸭 150 只， 纯收入
可达 750 元。 鸭稻比普通水稻价
格平均每公斤多卖 1元，水稻产量
按 15000 斤计算 ， 公顷可增收
1.57 万元。 2017 年我省稻田养鸭
面积 3000 公顷， 共增收 4752 万
元。

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航化
作业技术，是我省推广的第四项新
技术。航化作业主要是指利用通用
飞机进行农药和叶面肥料喷洒的
植物保护性作业。 分为直升机、固
定翼飞机和植保无人机作业，在我
省是以直升机和植保无人机作业
为主。

从 2014 年开始， 我省连续 5
年开展统防统治航化作业，全省累
计投入专项资金 1.46 亿余元，作
业范围从 2014 年的 2 个县发展
到 15个县， 航化作业累计面积达
1200 万亩次。 2017 年，全省航化
作业面积 664.4 万亩次，其中直升
机飞防作业 417.22 万亩次， 无人
机飞防作业 247.18万亩次。

作业成本降低。 据调查，农作
物病虫害人工防治作业费平均
17.5 元 / 亩， 有人驾驶直升机为

8.3 元 / 亩，亩降低成本 9.2 元；无
人机为 10 元 / 亩，亩降低成本 7.5
元。

作业效率提高。以载药量 800
公斤的直升机为例，日作业量可达
5-6万亩，较地面高效植保机械作
业高 10-20 倍， 是工人背负式喷
雾器的 4000倍。

防治效果提升。全省航化作业
平均防治效果达 88.53%， 较常规
防治区提高防效 8.2%； 项目区水
稻平均亩增产 7.45%。

与其他服务技术相比，测土配
方施肥手机信息服务具有无可比
拟的优势。 手机传播方便快捷，有
利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普及应
用。使用方法简便，利于农民操作，
只需拨打 12582 电话， 根据语音
提示按键， 选择作物及产量水平，
就可以收到测土施肥指导服务短
信。以往把施肥建议卡发放到农民
手中，至少要两个月时间，采取测
土配方施肥手机信息化技术服务，
一分钟内就可完成，极大地提高了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入户率和到
位率。

目前，这项技术应用范围已覆
盖全省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县，
并辐射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等东
北四省区。

/吉林日报记者 张力军 报道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靖宇县
将“新时代传习所”作为助推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有力
推手，创新“传习”方式，撒入“五
味”，使“新时代传习所”成为凝心
聚力、乡村振兴的智库，为全县烹
出一桌新时代盛宴。

撒“土味”，“传习”活动接地气
6 月 15 日一大早，靖宇县河

北社区里挤满了来看表演的居
民， 社区传习小分队自编自演，
表演了一段 《十九大精神放光
彩》快板，社区工作者整齐站一
排，传达了党的精神、家乡变化、
社区发展等内容， 激情澎湃、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引来在场观
众的阵阵叫好声。

“传习”工作开展以来，靖宇县
210 个传习小分队为了使“传理
论”活动更接地气，用最贴近群众
的“土方”，朴实无华的“土话”，以
唠家常、唱快板、搞座谈等方式开

展活动 500余场。

撒“原味”，以帮带传落实处
原汁原味地面向基层干部、农

民党员、农村贫困户及广大群众宣
讲脱贫攻坚政策和党委政府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传习小分队与群众
最直接的交流方式。

在龙泉镇大北山村“新时代传
习所”里，“第一书记”高世龙为了
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脱贫政策，正在
为村民集中授课。 理论教学完成
后，他便组织大北山村 40 名党员
深入贫困户家中面对面讲解。“一
头牛补贴多少钱”“贫困户看病有
什么优惠”“什么样的人可以纳入
低保”……一系列政策问题，都在
实地走访贫困户中实现了解疑释
惑。

在“传习”过程中，靖宇县要求
传习小分队选择实帮实干、以帮带
传、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帮
扶群众干实事的过程中传播、渗

透、讲解党的各项政策。

撒“苦味”，忆苦思甜传文化
“忠贞报国， 勇赴国难的爱国

主义精神；勇敢顽强，前赴后继的
英勇战斗精神……”走进靖宇县检
察院，“传习”干警朗诵的抗联精神
让人忆苦思甜。

在全县传习小分队中，靖宇县
检察院小分队作为“传文化”中独
特的一支队伍，坚持以东北抗联精
神滋养队伍的作风，以红色检察文
化锻造队伍的精魂，通过组织重走
东北抗联路，在新时代传习所进行
东北抗联历史学者现场教学和重
大节日专题党课等活动，让干警熟
知东北抗联历史，学习东北抗联精
神，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
工作教育培训全覆盖。

靖宇县融入抗联“苦味”，积极
开展以抗联精神为内核的专题讲
座、演讲等“传文化”活动百余场，
组织传承、传播、传续抗联精神为

主题的祭扫、国防教育、重温入党
誓词、 重走抗联路等教育活动 80
余次。

撒“甜味”，收获技能奔致富
“学了新手艺， 脱贫致富有了

保障，尝到了甜头，谁还愿意做贫
困户。 ”赤松镇岗顶村的贫困户张
念全通过靖宇县人社局组织的培
训班，学习到了真本事，回家就开
起了农家乐， 一举摘下了“贫困
帽”。

靖宇县人社局充分发挥行业
特征，坚持“技能就业”这一理念，
依托新时代传习所，开展小型理论
培训班， 教授职业技能的同时，注
重文化知识、政策法规、道德修养
的教育， 着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
质；针对农村贫困劳动力，在全县
三个乡镇举办了烹饪、面点、焊接、
电工四个工种， 共 6期培训班，培
训农村劳动力 262人，其中贫困劳
动力 51人。

靖宇县“新时代传习所”不仅
传理论、传政策、传文化，还传法
律、传技术。通过“扶志”、“扶智”帮
助农民脱贫致富，尝到甜头，助力
全县脱贫攻坚大会战。

撒“趣味”，创新载体传精神
靖宇县在传习活动中还加入

“趣味”，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
文化载体，以新兴的新媒体为宣传
载体，吸引群众参与，凝聚正能量
和倡导主旋律。

在靖宇县农民画创作培训基
地，一幅幅精美的农民画布置在展
厅，表达着党的十九大带给群众生
活的新希望和新向往。创新开设今
日靖宇“新时代传习所”微信小程
序，进一步拓宽了十九大精神的宣
传阵地，在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植根靖宇的道路上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吉林日报记者 洪铭潞 报道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最终目的是让市民满意

确保“产”得安全、“管”得到位

推广新技术 促进现代化
———我省农业农村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新技术综述

撒“五味”烹出时代新佳肴
———靖宇县“新时代传习所”建设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