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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乾安县持续推进秸秆回

收，新建扩建秸秆燃料、饲料收贮、发电

等项目，提升综合利用率。图为回收的

秸秆装车运回发电厂。 王殿海/摄

本报讯 赵冷冰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吉林省，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
土地，孕育了无数珍贵的古树名
木。它们不仅是自然与历史的见
证，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
量。如今，省林业和草原局正以坚
定的步伐，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与
管理，共同守护这份绿色瑰宝。

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
查结果显示，我省共登记古树名木
70800株，其中一级古树249株，二级
古树1389株，三级古树47056株，不
分等级古树群 22106 株，名木 3 株。
树龄最长的是汪清林业有限公司荒
沟林场的东北红豆杉，树龄已近
3000年。

适时开展普查，摸清资源底
数。从 2002 年开始，全省各级城建
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共开展两次较大规模的古树

名木普查活动，基本摸清了全省古
树名木资源底数。根据古树名木普
查结果，完成了建档立卡、挂牌确认
等工作。

区分不同情况，落实管护责
任。根据古树名木的生长地域和隶
属关系，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古树名
木逐棵（群）确定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城区的古树名木，由城建部门
负责管理；旅游景区的古树名木由
景区管理部门负责保护管理；农村
的古树名木，属集体经营的由集体
进行管理，属个人的由个人进行管
理。

强化制度建设，依法依规保
护。我省省级层面没有古树名木保
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相关的法
律法规具体条款中。已出台的《吉
林省绿化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古树

名木的日常管护、迁移和砍伐等都
作出了明确规定。古树名木分布较
多的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几个地
区都出台地区管理规定，对本地区
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提出明确要
求。针对长白松和东北红豆杉在延
边地区分布广泛的实际，成立了单
独保护区，并出台相关保护管理规
定，目的树种得到较好保护。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抢救复
壮。抢救复壮工作在2024年以前都
是由各地自行组织进行的，省级层
面没有组织。2021 年，长春市对照

《长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由检察院出具工作建议函，
逐个县（区）、逐条进行整改；2022
年，辽源市、吉林市自筹资金对长势
衰弱的古树名木进行保护复壮。
2024 年，我省开展首次古树名木抢
救复壮工作，争取财政资金 100 万

元，对林草系统管理的19株一级古
树名木进行抢救复壮，濒危古树长
势和生长环境大为改善。

加强舆论宣传，营造社会氛
围。根据国家安排部署，积极参与
各级各类古树名木评选，其中汪清
林业局荒沟林场红豆杉等3株古树
被评为“中国最美古树”。通榆县瞻
榆镇大榆树被评为全国最美古榆
树；二道白河镇美人松古树群、露水
河红松古树群被评为全国最美古树
群。同时根据全绿委办的安排部
署，连续两年开展古树名木保护科
普宣传周活动，连续参加三次全国
古树名木保护摄影大赛，选送作品
获全国首届古树名木保护摄影大赛
三等奖。

加强协调配合，开展打击行
动。2022 年，省林业和草原局与省
公安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

开展吉林省打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
犯罪活动专项整治行动。2023 年，
三部门又联合开展“春风2023”专项
行动，重点打击绿化美化中非法采
挖古树名木违法犯罪行为和利用互
联网媒体非法出售、收购古树名木
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2024
年，根据公安部、住建部、国家林草
局部署，联合开展打击整治破坏古
树名木违法犯罪活动“春风2024”专
项行动，目前行动正在有序进行中。

我省在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方面
取得的成效离不开各级政府和部门
的共同努力。未来，我省将继续加
强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理，不断完
善保护体系，提高保护水平，让这些
珍贵的绿色遗产得以永续传承。同
时，也呼吁群众积极参与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共同守护这份宝贵的自
然遗产。

守护自然与历史的见证

我省强化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本报讯 钟林 周永利 记者郭
小宇 报道 白山市江源区因时制
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
极抢占电商产业新赛道，创建江源
电商直播创业孵化基地，促进江源
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作为全区孵化电商直播基地
的企业代表，白山市倾城广告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电商直播基地设有
现代化直播间30个，多媒体综合培
训教室一个，办公场所3处。自运
营以来，共孵化企业6个，带动就业
30 人。基地积极与抖音、快手、西
瓜视频等国内 30 余家主流新媒体
直播平台合作，为“直播带货”打造
多元化收入平台，被共青团省委、
省人社厅确定为“青年就业见习基
地”；被市网信办评为“白山市最佳
电商机构”。

就如何进一步推进江源区直
播电商与产业升级融合发展，区人
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贯彻
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
政策，助力全区电商直播产业蓬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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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前郭农垦深农农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 2.4 万亩大豆喜获丰收。
据测算，每公顷大豆产量可达3000公
斤。

大豆丰产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先
进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为
提升大豆在干旱、土壤贫瘠区域的产
量，该公司邀请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的专家，全程跟进指导大豆种植，采用
增施有机肥改良盐碱地、大豆留茬免
耕精量播种以及大豆水肥一体化浅埋
滴灌技术等措施，并实现了大豆种植
的全程机械化。

作为国家确定的大豆单产提升整
建制推进县，前郭农垦深农农牧业发
展有限公司取得的成绩，是前郭县不
断推进大豆产量提升的一个范本。近
两年来，前郭县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推广大豆优良品种，着力构建
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低成本的“三
高一低”大豆种植模式。今年大豆种
植面积达 30.7 万亩，较 2023 年增长

13.38%。预计总产量可达 1.06 亿斤。
目前，大豆全部收获完毕。

为深耕大豆种植，前郭县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引
进先进农机、保护良田、应用农业新技
术、培育优良品种等措施，不断优化种
植结构。抢抓农时，动员组织种植大
户和广大农户积极开展大豆种植工
作。今年5月，全国大豆大面积单产提
升工作推进会在前郭县举办，会上推
广了“水肥一体化”、垄上四行精量播
种等高产技术以及高油高产大豆品
种、种子包衣等先进技术。来自农业
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全国农技中心、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的专家教授，详细
讲解了科学高效的大豆种植田间管理
技术，为种植户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
指导。

在政策的支持和先进技术的引领
下，前郭县大豆产业蓬勃发展，种植户
不仅享受到丰收的喜悦，更看到了大
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

前郭：“金豆子”种出新希望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谭皓中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柳河县从建强阵地、优化师资、创新培训
入手，不断夯实党员教育工作基础，着力
提升党员教育培训质效，取得显著实效。

近年来，柳河县着眼提升党员教育
培训综合实力，不断加强乡镇、街道党校
建设。按照“因地制宜、规范适用”的原
则，充分整合利用现有会议室、党群服务
中心、各类教育培训基地等资源，设立18
所乡镇、街道党校。截至目前，开展党员
培训 29 场，培训党员 1387 人次。同时，
发掘红色资源，打造罗通山红色历史文
化展馆、五七干校、柳河党史馆等6处红
色教学点，灵活运用讲授式、互动式、观
摩式、体验式等多种教学方法，探索“课

堂+基地”实训模式，增强教育培训的感
染力。

建 强 师 资 队 伍 ，提 升 教 培“ 承 载
力”。为打造党员教育师资库，由县委组
织部牵头，通过组织遴选、部门推荐或个
人自荐等方式，从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
工作者、党员领导干部中选出84名具有
较高素质的党员师资、业务骨干，纳入全
县党员教育培训师资库，并协调县委党
校选派12名教师兼任乡镇、街道党校副
校长，帮助开展教学工作。同时，对各类
人选的培训方向、简要教学经历、研究方
向及学术成果等内容进行了解考察，设
立主授培训课程89门，为科学调配课程，
高效开展教育培训打下了基础。

创 新 教 学 方 式 ，提 升 教 育“ 吸 引
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打造
线下红色课堂，通过红色教学情景短剧
的形式，围绕星火燎原、抗日烽火、革命
胜利三个篇章开展现场教学，使党员在
潜移默化中接受革命教育的洗礼。依托

“吉林云党校”开展线上培训，按照“政治
理论+党性锻炼+业务技能”教学模式，灵
活围绕基层治理、党支部建设、先进典型
等内容设置培训课程，对全县党支部书
记、“吉林云党校”管理员、党务工作者等
不同类别党员进行分类施训，不断提升
党员自我修养和素质能力。截至目前，
已开展“云党校”培训3次，参加培训人员
3094人次。

不断提升党员教育水平

柳河多点发力提升党员教育培训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