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付新明 郑博
文 韩秉儒 记者吴连祥报
道 连日来，通化边境管理
支队榆林边境派出所民警
走进集安市榆林镇学校，
以“预防校园欺凌，共建和
谐校园”为主题宣讲法律
知识，受到广大师生欢迎。

在榆林镇学校，民警
走进教室，用通俗生动的
语言，从“什么是校园欺
凌”“遇到校园欺凌怎么
办”“青少年校园欺凌法律
法规”等方面进行宣讲。
授课中，他们运用简单实
用的法律知识，阐述了校
园欺凌对青少年的危害以
及对社会的恶劣影响。民
警还走进学生中间，利用
宣传图片，讲解常见毒品
种类、危害以及如何远离
毒品、抵制毒品诱惑等知
识，告诫学生要提高警惕，
不接受陌生人给予的物
品。

为了增强校园保安员
和师生的防暴防恐意识，
民警还组织了现场演练活
动。演练以学校受到“暴徒”袭击为背景展
开，校园保安员发现警情立即启动防卫预
案，男教师先行到达现场与“暴徒”周旋，民
警3分钟内到达现场，迅速将其制服。整个
演练过程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配合到位。
通过演练，增强了师生防范暴力侵害的意识
和本领。

记者了解到，多年来，通化边境管理支
队坚持抓好警校共建工作，所属边境派出所
副职以上干部先后被 10余所中小学、幼儿
园聘任为法治副校（园）长，从事义务法治宣
传培训工作，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为在校师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工作
环境，也为建设平安边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
化
边
境
管
理
支
队

民
警
送
法
进
校
园

本报讯 孙亚光报道 近段时间，柳河县五
道沟镇采取多种措施，开展秸秆离田工作，为
备耕打下基础。

过去，农民对秸秆处理方法简单粗暴，离
家近的当做牛饲料，离家远的就地焚烧还田，
秋季收割之后常常烟雾弥漫，污染环境又影响
交通安全。近年来，该镇把秸秆离田工作当做
备耕大事来抓，镇党委、镇政府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秸秆离田技术研讨会，研究解决秸秆离
田问题。为使农民了解秸秆离田的重要意义，
该镇充分利用宣传条幅、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广播、宣传车等形式和手段，广泛宣传秸秆焚
烧的危害、综合利用途径和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提高农民对秸秆离田工作必要性的认识。
根据各村实际情况，该镇提出了秸秆“肥料化”

“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料化”等解决
秸秆离田具体办法，供农民选择。这种“菜单
式”服务，提高了农民秸秆离田工作积极性。

去冬今春，全镇共完成打包面积2.2万亩，
黑土地深翻1万亩，饲料化0.5万亩，农民自用
饲料2万亩。目前，该镇还与相关部门和企业

联系对秸秆进行深加工变成燃料，届
时可全部转化，秸秆将供不

应求，彻底解决秸秆焚
烧 污 染 环 境 问

题。

五道沟镇

秸秆离田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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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清县罗子沟镇河南村广袤的农田
上，总能看见一个个奔走忙碌的秸秆打包
队。粉碎、除尘、压块……在他们的有序操作
下，一捆捆散落的玉米秸秆，很快就变成了易
于运输的规整圆柱体。

“打包好的秸秆我们主要有两部分用途，
一个是按 600元每吨直接销售，一个是运往
秸秆深加工处理车间制成牲畜饲料，卖出更
高价格。”河南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岩说。

从农业“废弃物”，到创收“香饽饽”，河南
村秸秆的“大逆袭”，主要源于这里引进了一
系列秸秆深加工设备。

“2021年，延吉海关驻村干部为我们争取
了 150万元资金，靠这笔钱，村里在购置了秸
秆打包机器的同时，还引进了将秸秆加工成
牛羊压缩饲料的生产线。”据张志岩介
绍，现在这里的秸秆加工饲料
的原料有效率可达 70%
以上，“余下的不足
30%的部分，也可
以通过加入发
酵 剂 的 方

式，制成生物质有机肥”。
延边地区是远近闻名的黄牛养殖区，但

随着气温变冷，依靠放牧为黄牛提供草料越
发困难，于是经过处理的秸秆饲料就成了牲
畜们漫长冬季的重要“口粮”。

“过去，农作物收割之后，我们都有焚烧
秸秆的习惯，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不说，还有
相当多的安全隐患，现在资源化处理后，我们
再也不用忍受那些滚滚浓烟，也再也不用为
秸秆离田操心费力。”村民开心地说。

据了解，河南村的秸秆加工项目已经累
计处理秸秆 600吨，生产饲料 400余吨，罗子
沟镇利用秸秆加工项目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0
余人次。

““秸秸””尽所能尽所能 变废为宝变废为宝
——汪清县罗子沟镇河南村秸秆资源化利用小记

□ 陈婷婷

本报讯 汪桂旭报道“这草
编手艺看着挺复杂，学起来却越
来越有意思。”这是在靖宇县花
园口镇巴里村妇联草编培训班
上妇联主席邓秀芳的感慨。日
前，该培训班在巴里村扶贫车间
开课，为本村的 30 多名农村妇
女进行草编技艺培训，实现点草
成“金”，编草为“宝”。

吉林市高新区红透半边天农
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脱贫致富
带头人吴云萍采取通俗易懂的
传授方法，手把手详细讲解编织
步骤和技巧。大家跟着老师的
节奏，互相研究讨论，学习氛围
轻松愉快。“以前的苞米叶子和
稻草都烧火了，现在可真是变废
为宝了。”肖敏一边编织着草垫
一边说道。培训结束后，学员可
以拿材料回到家里继续进行编
织。“我们的编织合作社定期回
收半成品，因为合作社跟南方的
公司签了订单，供不应求，销路
不成问题。大家的半成品到时
候可以寄给我们。”吴云萍介绍。

一直以来，花园口镇妇联坚
持组织“吉林巧姐”等各类培训，
调动了基层妇联组织的积极性，
让更多的妇女实现了居家灵活
创业就业。

花园口镇

编草为“宝”促增收

面对疫情，
长白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严格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和省联社相关要

求，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和金融服务工作，做到“两手抓、两

不误”。
开辟绿色通道
强化金融服务
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
金融服务工作，全辖12
个营业网点及全部自

助设备均正常对外
营业，保证客户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

需求。同时，开辟了疫情防控金融服
务绿色通道，涉及疫情防控专项

资金的，第一时间安排专
人进行账务处理，

确保资金

及时到账。
强化服务宣传引导线上办理

加大线上服务宣传推广力度，积极引导客
户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方式办理业
务，减少客户到营业网点聚集。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原则，主动对接客户防疫融资需求，做
好疫情防控信贷线上服务，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确保金融服务质量不松懈。

加强现金管理保障客户安全
为防止病毒传播，对存量、回笼的现金和付

出的现金全面进行消毒，有效防范病毒通过现
金途径传播风险。另外，加强ATM机具管理，
统筹安排营业网点自助设备加钞，保证加
钞及时，同时关闭存取款一体机“循环功
能”，确保客户在存取款一体机上存入现金

当日不再流通，经过营业

网
点 消 毒 处 理
后再投放使用，让客
户存“安心钱”、取“放心
款”。

加大信贷投放助力企业纾困
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开通金融服

务绿色通道，安
排专项信贷资金，
并在额度、利率等
方面加大倾斜支持
力度，对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企业，不盲
目抽贷、断贷、压
贷，切实满足相

关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年初以来，累
计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 9181 万
元，积极主动帮助企业渡难
关，为家乡经济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张强）

长白联社

做好疫情期间金融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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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野/摄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定期组

织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活动，受

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图为

志愿者在农户家中开展义务劳

动。 林加占/摄

本报讯 魏军男 记者吴连
祥报道 立足资源禀赋，坚持高
标定位，聚力打造“梦里水乡·贡
米小镇”旅游品牌，实现生态建
设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共赢。
这是通化县西江镇践行“两山理
论”、建设特色产业小镇的成功
经验，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乡村振兴“西江样本”。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秉持
这一理念，西江镇抢抓发展机
遇，围绕“打特色牌，走精品路”
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重点打造有机水稻种植和生
态旅游相结合的产业集群，初步
形成了以优质水稻种植加工为
主导产业，以“江南水乡”与东北
民俗风情相融的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协调发展格局。

镇里依托通化江达米业有
限公司、吉林省西江米业有限公
司等5家企业，建成了西江贡米
绿色有机循环生态农业示范区，
园区内优质水稻规模经营面积
达到 1.5 万亩，其中有机水稻
0.87万亩，认证绿色水稻 1.4万
亩，推广稻田养鸭 0.44万亩，稻
米行业年产值达2.05亿元，农民
年增收 1000多万元。 2021年，
西江米业投资 680 万元，新建
1300 平方米的双层电商产业
园。2022年，计划投资 1000万
元用于厂房扩建更新设备；通化
西江月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致力于农产品生产和休闲农业，
种植有机水稻 1750亩、绿色水
稻8000亩，从产地环境、种子选
育、有机肥制作、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严格控制标准，通过了中
国、日本、欧盟三大国际有机认
证和国家 A 级绿色食品认证；
2021年，江达米业投资576万元
完成主体厂房建设和更新稻米
加工设备，投资164万元完成农
耕民族文化展示馆建设，投资
60 万元建成草编文化公园，新
修栈道 1270米。2022年，计划
投资更新稻米加工设备，新建朝
鲜族民宿。目前，西江米业、江
达米业新流转土地 4000余亩，
订单面积达1万亩。

稻作文化，大放异彩。镇里
以“梦里水乡·贡米小镇”为特色
名片，以乡村田园风为主线，以
特色小镇建设为载体，发展全域
旅游，实现旅游业的产业化发
展。依托稻米产业优势打造的

稻田鸭蟹、稻田观光栈道、稻家
里民宿、菓家采摘园、沿江垂钓、
石磨文化园、朝鲜族满族风情民
宿馆等旅游产业粗具规模，特别
是菓家采摘园、石磨文化园、草
编文化公园，可以尽情体验农耕
文化。吉林万物生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开发东江湿地已完成初
步规划。现在，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已经成为西江镇域经济发
展新的增长点，对宣传西江贡米
文化，提高产品品牌知名度起到
了推动作用，旅游客流量逐年攀
升。2021年8月，西江镇荣获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镇称号，客流量
达8万余人。先后入选“吉林省
第一批特色产业小镇”“农业产
业强镇建设”和“第一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镇”。

打造“贡米小镇”发展稻作文化

西江镇闯出乡村旅游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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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
息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
的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
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
纠纷，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如
发生任何纠纷，本报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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