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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抓好冬季 

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通知  
吉政明电〔2006〕13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及各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1号文件及全省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的目标任务,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工作力

度,强化措施落实,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目前至春节这

一段时间,是总结 2006 年各项工作,为明年农村经济发展做好各项准备的关键时

期,各级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超前谋划,确保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新的一年实

现更好更快发展。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早做好明年粮食产业发展的各项准备工作 

  粮食生产是我省农民增收的重要基础,确保粮食稳产高产也是加快农产品加

工业和畜牧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

各地、各部门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从现在开始就要抓好明年粮食产业发展的各

项准备工作,做到让农民早了解政策,早确定种植意向,早安排明年的生产计划,

早落实生产物资和资金。一是指导农民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按照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科学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努力把主导产业调

大、把品质调优、把竞争力调强、把效益调高,推进优质粮食产业带的建设和完

善。各地要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大力推广优质专用品种,进一步优化

粮食品质结构,提高粮食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二是抓好明年粮食生产物资的调

剂。要进一步组织农业和生产资料部门抓好货源,根据农民的需求,积极组织货

源储备,调剂好品种余缺,做到品种齐全,满足供应,保证明年春耕生产需要。三

是抓好冬季农资市场管理。目前,农资市场已开始启动,各地要突出重点品种、
重点区域,切实加大种子、化肥、农药等市场监管力度,坚决制止制假售假行为,

依法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二、努力抓好冬季农民多渠道增收工作 

  增加农民收入是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核心,各地要组织广大农民变

“冬闲”为“冬忙”,有针对性地组织农民多渠道增收,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

平。一是要抓好冬季棚膜经济发展。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培训,帮助农民合理确定
发展规模、选择品种,积极推广土建棚室,大力开拓市场,推动园艺特产业快速发



展,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二是抓好冬季劳务输出。各地要充分发挥现有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服务站功能,广泛联系,主动对接,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信息和条件。

同时,要切实维护好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里关于保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和兑现农民工工资。三是大力开展多

种经营。要组织广大农民积极发展编织、运输、商业及饮食服务业等多种经营,

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三、进一步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一是继续抓好已启动的 20 个农业产业化集中区建设。要通过农业产业化集
中区建设,引领和带动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上规模、上质量、上水平,培育和集聚

一批强势龙头企业,尽快形成新的增长极和隆起带,实现新的跨越。二是落实好

各项扶持政策。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认真落实资金投入、工商、税收、用

地、用电及招商引资、绿色通道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政策,保证各项政策用足、

用好、用活。三是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要抓住南资北移的有利契机,充分

利用资源优势、政策优势、环境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投入能力。 

  四、抓好冬季牧业生产 

  一是抓好冬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以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治

为重点,抓好专项防控行动,要完善各项应急预案和防控措施,做好应对的充分准

备。二是要继续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进一步推进牧业小区特别是标准

化牧业小区建设,加快建设步伐,提高规模化饲养水平,确保超额完成全省牧业小

区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三是搞好冬季畜牧业生产。进一步做好饲草和秸秆饲

料准备工作,确保牲畜安全越冬度春。 

  五、抓好冬季农业科技培训工作 

  各地要根据明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结合当地的实际,充分利用冬季

农闲季节,广泛开展“科技之冬”活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农业科技培训,进一步

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扩大技术覆盖面,提高技术到田率。全省农民的冬季

培训要达到 200 万人次。同时,在科技培训中要注重四个层次:一是要对各级农

业和农村干部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担负起动员、组织、指导广大农民采用先进

技术搞好农业生产的责任;二是要对技术指导人员进行再培训,使他们更好地承

担起培训指导农民的任务;三是要做好对科技示范户的培训,培养科技带头人,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四是要突出抓好对实施规模大、涉及面广、效益突出的重大增

产增效技术的推广和培训。 

  六、要重视并解决好贫困户和受灾户的生产生活问题 

  各地要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高度重视并解决好农村贫困户和受灾

户的生产生活问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给他们。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实行

分类指导,组织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包扶贫困户和受灾户,落实具

体帮扶措施,帮助他们做好明年的生产准备,确保生产标准不降低,促进农村经济



均衡发展。同时,要关心贫困户和受灾户的生活,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确保受

灾户和贫困户有衣穿、有饭吃、有柴烧,都能过上一个愉快、祥和的“两节”。 

  七、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今年国
家给予农民的优惠扶持政策在去年的基础上又有所增加。各地和各部门要按照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继续不折不扣地抓好各项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要

加强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严肃处理,确保落实农村政策不走样,给

农民的实惠不抽条。 

  八、统筹抓好冬季农村各项工作 

  目前正值年终岁尾,各项工作相互交织,千头万绪,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各级

政府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指导服务,既

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兼顾。各级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不折不扣地落实每一项

政策,扎扎实实抓好每一个环节,认认真真做好每一项工作,以求真务实之风,统
筹抓好冬季农村经济各项工作。要抓好新农村试点工作,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按规

划有序进行,各地要按照省里的统一规划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抓好试点

工作;要抓好冬季生产安全工作,特别是要抓好冬季森林防火,积极贯彻“预防为

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时段的整治力度,确保森林安

全。同时,要注重农村社会治安、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组织等各项工作。 

  吉林省人民政府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