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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目前我国没有监测到其他优势病毒株

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我省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综述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李恒 顾天
成）在1月3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表示，春节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
门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广大医务人员和各行业
工作者坚守岗位，防控工作平稳有序，“乙类乙
管”措施落地见效。目前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
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稳步下降态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控和医疗救
治的第一道防线。“为更好掌握各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运行情况和疫情形势，我们坚持基层
医疗机构诊疗情况的日监测、日调度、日报告制
度。春节期间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直保持
正常运行，提供发热诊室门诊服务。”国家卫生
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监察专员傅卫介绍。

“从2022年12月21日开展监测以来，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室和普通

门、急诊的诊疗人次总体呈现先增后降趋势，
目前正在平稳回落。”傅卫介绍，在2023年1月
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期间，发热诊室的诊疗
量处于低位，初一诊疗量最低，之后有一定的
回升，但一直低于节前的诊疗量，减少40％左
右。和2022年12月23日的峰值相比，下降
94％。2023年1月27日，基层机构的普通门、
急诊的诊疗量是203.6万人次，与节前相比减
少近三成。

“总的来看，春节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序。”傅卫
介绍，各地在春节期间积极做好重点人群和重
症患者的转诊和转运工作，扩充120转运能
力，增加电话坐席，同时组建非急救转运车队
来保障患者的转运需求。上级医疗机构也建
立转诊绿色通道，简化重症患者转诊流程，确
保及时收治。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李恒
顾天成）春节期间人员流动频繁，是否有
新的变异株传入我国备受社会关注。在1
月3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
陈操介绍，根据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疫情
还是以BA.5.2和BF.7为主要流行株，目
前没有监测到其他优势病毒株。

陈操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一
直开展新冠病毒的变异株监测工作，也为
早期疫情流调溯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支
撑，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数据。春节

假期期间，收到全国各省上报的新冠病毒
全基因组序列1421条，经过分析发现有
11个进化分支，仍旧以BA.5.2和BF.7为
主，没有发现新的变异株输入。

陈操介绍，当前春运正在进行中，高
校近期也要陆续开学，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指导全国做好新冠病毒变异监测工作，继
续对哨点医院中的门（急）诊病例、重症病
例、死亡病例、特殊人群开展新冠病毒的
变异监测。同时，同其他部门对海陆空口
岸的入境人员进行新冠病毒的变异监测，
及时预警并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寒冬时节，黑土沃野，银装素裹。大棚
里蔬菜水果长势喜人，养殖场内牛羊成群鸡
猪满圈……

回望过去一年，全省上下时刻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有效应对疫情影响、自然灾害风险和复杂经
济形势，启动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和“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全
力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农业农村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

2022年，全省粮食生产再获大丰收，总
产量达到816.16亿斤，稳居全国第五位，净
调出量稳居全国第二位，粮食单产居全国13
个粮食主产省第一位；

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3283万亩，稳
居全国首位；

新建高标准农田550万亩，创历史新高；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农业
现代化第一方阵地位更加稳固；

肉牛饲养总量发展到652.6万头，增长
12.4%，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0亿元，带动
全省农民人均增收415元；

1－11月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和
食品产业产值达到2170亿元……

逆势夺丰收、高位再增产。不断“升级”
的农业大省正迈着强劲步伐，向实现农业强
省目标阔步前行。

重农稳粮筑牢“三农”压舱石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
2022年伊始，疫情突发，全省上下统筹

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各项工作，认真贯彻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19个部门组成备春耕工作
组，组建备春耕、化肥保运、农民返乡、服务
热线、宣传保障5个工作专班，为480家重点
农资企业开具保供证明，组织30.1万名滞留
城市农民返乡春耕，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8677.65万亩，比上年增加95.7万亩，
切实做到“农时一天没耽误、农户一
户没落下、农田一亩没撂荒”。

春夏之际，为有效应对阶段性春旱和极
端强降雨、低温寡照、风雹天气等不利影响，
派出“干部+专家”9个技术包保指导组技术
指导人员19.2万人次；成立15个驻县排涝指
导小分队，排出田间积水277.86万亩；根据
作物长势喷施速效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225.91万亩，水稻病虫害生物防治、飞防作
业试点示范面积超过200万亩，为夺取全年
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秋收之时，省农业农村厅派出9个秋收
工作组持续跟踪指导服务，每日调度秋收进
展，协调调度省内农机跨区作业，与气象部
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指导各地加快秋
收进度，确保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向高标准农田要产量。我省把建设高
标准农田作为打造粮食生产优势片带、提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4400万亩，占全省永久基本农田
53%，修建田间道路3700余公里、农道桥
1200余座、田间灌排渠道1500余公里、涵闸
等渠系建筑物7300余座，打机电井8000余
眼，项目区基本实现了“田成方、树成行、路
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

伴随产量高位走稳，耕地保护也在不断
提升。我省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
长的黑土地保护领导小组，设立了黑土地保
护管理机构，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黑土地保
护地方性法规，制定了全国第一个保护性耕
作技术规范，建立了全国首家黑土地保护与
利用院士工作站，研发生产了全国第一台牵
引式重型免耕播种机，在全国首创测土配方
施肥手机信息服务系统，确定了每年7月22
日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2019年以来，
我省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每年新增1000万
亩以上，实现“三连增”“三跨越”。

种子是粮食生产的“芯片”。作为制种
大省也是用种大省，我省实施种业龙头企业
扶优行动，组建作物育种联盟，持续提高种
业自主创新能力，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

率100%，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5%。创
建国家级现代种业产业园2个、国家级制种
大县2个、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1个，
认定省级种子（苗）繁育基地7个，农作物种
业企业达320余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近
6000亩，保存各类作物种质资源近15万份。

强链固链打好产业优势牌

产业兴则农村兴，产业旺则农村旺。
作为全国重要的优势肉牛主产区，我省

把“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作为富
民强省的标志性工程，树立大食物观理念，统
筹推进粮食和肉牛产业发展，用“小肉牛”带
动大产业，让“四个蹄子”追赶“四个轮子”。

在全省重点抓34个大县、百个乡镇、千
个专业村发展肉牛养殖产业。目前实施千
头以上肉牛产业化项目209个，完成投资
141.89亿元。建成和在建万头牛场21个、千
头以上肉牛养殖大村821个、50头以上肉牛
养殖大户10414户，肉牛养殖户数达到33.14
万户。新增肉牛屠宰加工项目11个。

肉牛产业融资机制创新取得突破性进
展，肉牛贷款余额达242.7亿元，增长98.2%，
其中发放肉牛活体抵押贷款62.4亿元，增长
198.6%，发行专项债券51.75亿元支持肉牛
项目47个。肉牛政策性保险在保牛只95.4
万头，增长56.3%，占肉牛存栏量的25%。

立足全产业链发展，我省全力打造玉米
水稻、杂粮杂豆、生猪、肉牛肉羊、禽蛋、乳
品、人参（中药材）、梅花鹿、果蔬、林下及林
特“十大产业集群”建设，成立由分管副省长
任组长，24家中省直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省农
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工作领导小组，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之花，结出硕果。目前，“十大产业
集群”100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24亿元，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累计发展到657户，省级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总量突破150个，认定农业
领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5户。

内外兼修美丽乡村展新颜

农村土地分为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是亿万农民的“命根子”，关
系国家粮食安全、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村和谐
稳定。

盘活“沉睡”土地资源，农村改革稳步推
进。基本完成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
土地流转面积3490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
55.4%。核实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1.62亿
亩，账面资产531.94亿元。全面推进农村

“三变”改革，开展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村
4336个，占涉农村总数46.03%，折股量化经
营性资产48.97亿元，占总额38.57%。

加快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构建
省市县乡村五级市场组织体系，累计办理集
体经济组织股权登记托管2.1万笔，成交项
目4.27万宗，金额10.34亿元。大力培育新
型农业主体，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示范
社分别发展到3964家和4903家，全省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总量发展到18.7万家。

在农村改革工作开展的同时，农村环
境整治也在同步进行。

持续扮靓人居环境，乡村处处焕然一
新。在高质量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后，我省接续开展五年提升行动。累
计改造农村厕所91.35万户，打造美丽乡村
示范村1029个、干净人家20万户。50个市
县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范围
达到90%以上，建成转运站524座。426个
建制镇建成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19个，建成
率51%，1675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文明乡风沁润人
心。通过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制、网格
化、“三资”民主管理、议事协商制、“五星
级”乡村党组织创建等6种乡村治理模式，
健全乡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成“百姓说
事点”1.7万个，基本实现村及社区全覆盖，
累计调处各类纠纷40余万件。

春光在前、潜力无限，播种希望、续写
辉煌。迈向新征程，吉林将以更大决心、更
高目标、更强力度乘风起航，奋力谱写乡村
全面振兴的新篇章，描绘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壮美图景！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我省将开展2023年度企业薪酬调查工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通

知，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2023年企业薪酬调查工作的通知》（人
社厅函〔2023〕5号）要求和年度工作安排，
我省将开展2023年度企业薪酬调查工作。

调查范围方面，年度企业薪酬调查是针
对 2022 年度企业人工成本情况和企业从
业人员工资报酬情况的一项抽样调查。调
查范围为9个（州）、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
市。调查对象分两类:一是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 18个行业门类(90个行业大
类)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二是由企业支
付工资的劳动者。调查方式为线上填报。调
查的实施时间为2023年1月至5月，报表上报
截止时间为2023年5月5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调查是针
对 2022 年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
工时等情况的一项重点调查。调查范围为9
个市（州）和梅河口市。调查对象为依托互
联网平台就业。通过提供劳动或服务获取
劳动报酬的劳动者。调查方式为线下报
送。调查的实施时间为2023年1月至5月，
报表上报截止时间为2023年5月5日。

制造业人工成本监测是针对2023年部
分制造业企业人工成本情况的一项重点调
查，调查范围为4个市（州）。调查对象为农

副产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
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等1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名种登记注册类型
的企业。调查方式为线上填报。调查的实
施时间为2023年1月至12月，报表上报截止
时间为季后15日内。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