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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专刊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
琶马上催。”王翰诗中的美酒令
古人陶醉，而梨树县东河镇五
业村老国家庭农场的葡萄更是
让人们垂涎欲滴。时下，葡萄
正是馈赠亲朋、宴请宾客“出镜
率”较高的可口水果。所以，农
场里的葡萄一早就被人“盯”上
了。

梨树县东河镇老国家庭农
场国成学一边莳弄葡萄一边对
记者说：“农场的葡萄既批发也
零售，吃过咱农场葡萄的人，每
年都来购买，周边一些批发商
更是常客，主要销往附近乡镇
和长春、公主岭、四平等地区；
为了增加收入，葡萄刚成熟的
时候，父母和妻子每天也到乡
镇的集市上去零售。”

家庭农场成立于 2018 年，
经营之初，种植的是玉米和高
粱。经过几年的发展壮大，国
成学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了庭
院经济，在院内建起了四栋葡
萄大棚，面积约7000平方米，每
年能产葡萄2.8-3万斤，葡萄年
产值在10万元左右。

国成学说，葡萄大棚里的

活很辛苦，需要每天起早贪
黑，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细
致活，需要耐心。国成学的
父母和妻子是主要劳动力，
农忙的时候，家庭农场的活

忙不过来，村屯的邻居就去
他家务工，也能为邻居增加
一些收入。国成学不仅想着
自己挣钱，还免费提供葡萄
种植技术和管理上的知识，

带 动 周 边 群 众 共 同 发 家 致
富。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东
河镇的葡萄产业会发展得越
来越好，也能带动发展更多
的家庭农场。

软糯香甜，咬一口香气四
溢。“这里的玉米又甜又香，实在
太好吃了！”近日，记者乘车来到
位于梨树县东河镇赵家店村的
全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在
加工车间里看到新鲜的玉米正
被去除青叶，分拣蒸熟，香甜浓
郁的玉米香味扑鼻而来。

一 穗 穗 鲜 食 玉 米 蒸 制 出
来，金黄诱人，冷却后速冻加
工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锁 住 ”水
分。“这样可以保持玉米的水分
及新鲜口感，加工后这些鲜食
玉米会运往大连、沈阳等城市
销售。”全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刘达来介绍鲜食玉米“鲜”的
秘密。

2022 年梨树县全顺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共流转经营土地
300 公顷，用于种植加工黏香玉
米。目前，合作社玉米深加工
设施建设已正式投入使用，并
且完成了 70 公顷的收获面积。
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经过一
道道工序，完成属于自己的完
美“蜕变”。

据 了 解 ，鲜 食 玉 米 预 计
每 公 顷 能 产 4 万 穗 玉 米 ，经
济 效 益 可 观 。 收 获 时 ，玉 米
秸秆直接做成青贮饲料发往
内 蒙 古 等 地 ，这 既 能 直 接 解
决 秸 秆 问 题 ，也 能 提 高 秸 秆
利 用 率 ，还 能 带 来 更 大 的 经
济效益。

据统计，合作社日用工量
60 人左右，每天可增加务工人
员收入约8000 元。预计年用工
量1万人次，可增加务工人员收
入150万元。

近年来，东河镇把发展鲜
食玉米产业作为调整种植业
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攻
重点，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
持、多元投入、发展新型经营
主体等措施，形成了以专业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为依托的“合
作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
实行从种到收一体化模式，速
冻加工，订单销售，有效推动
了全镇鲜食玉米产业的稳步
发展。

梨树县霍家店街道兴旺社
区地处梨树县城北郊，辖区面
积0.7平方公里。辖6个居民小
组，4584户，人口7710人，社工
岗13名，党员22人。兴旺社区
党支部始终坚持用党建带动社
区建设，从细微处入手，积极探
索志愿服务与党建工作有机结
合的新途径，“凝聚微力量、发
现微问题、解决微心愿、实施微
行动、实现微治理”，着力解决
群众身边小事。

以“知民”为基础，不断拓
宽联系群众的渠道。依托现有
的“三长制”和兼合式党支部平
台，对所辖区域内存在的环境
卫生、安全隐患、居民诉求、疫
情网格化监管、居民建议意见
等问题进行梳理，以户为单位
建立人员台账，全面摸清责任
区内每一户的家庭情况，实现
对网格内居民的动态管理和服
务。公开社区及工作人员电
话，以楼栋为单位建立微信群，

方便居民与社区沟通，逐步提
升居民的认同感。

以“育民”为根本，营造社
区是我家的氛围。为不断增
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吸引
居民参加社区建设，提升居民
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兴旺社
区依托“516”志愿服务体系，
积极开展“志愿关爱行动”“推
动移风易俗，助力疫情防控”

“学雷锋、倡新风、树榜样”“心
手相牵、爱在六月”“倡导低碳
生活，共建绿色家园”“红色经
典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充
分发挥社区微信公众平台、居
民微信群、小区宣传栏的作
用，对居民进行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文明
卫生城教育，同时向居民介绍
党的新政策、卫生保健知识
等，使居民长知益智。注意收
集各类宣传手册，像《居规民
约》《梨树县居民健康素养知
识手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指导手册》等，不定期选择合
适的方式发放到居民手中，解
决生活中的小困惑，提高居民
各类防范意识，逐渐形成“社
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良
好氛围。

以“帮民”为宗旨，努力为
居民解决困难。通过“书记一
号工程”、党建联盟平台，以解
决问题为突破口，安装暖心门
帘、实现小区亮化等，办好惠民
实事，营造出抓党建、强基层、
善治理、惠民生的浓厚氛围。
通过党员进社区、亮身份、办实
事、展风采，积极开展社区疫情
防控、公益宣讲、环境治理、扶
贫济困、尊老助幼等行动，有针
对性地集中开展义务奉献活
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真正实现“真情零距离、党群心
连心”。

以“乐民”为动力，倡导健
康文明的文化生活。充分发挥
社区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室、儿童
快乐家园、书画室等功能区的
建设，在心灵滋养精神文化上
大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发挥
老年合唱团、秧歌队、健身舞队
等文体队伍优势，通过与共建
单位同办文艺汇演用歌舞、快
板、演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经常性地组织文体活动。
以社区志愿服务队为支撑，调
动广大居民积极性，逐步提高
居民素养，达到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要求，不断提升居民幸福
感。

兴旺社区全力提升基层党
组织组织力，深度凝聚“党心”
和“民心”，把党的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
优势，进一步抓基层、强基础、
固根本，不断推动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加强、延伸、创新”，加
速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

霍家店街道：

坚持党建引领 打造幸福社区
□ 李金欣 本报记者 侯春强

“ 山 水 环
抱，流水潆洄，
树 荫 苍 苍 ，青
葱掩映。忽而
秋风拂过树梢
闪耀出层层亮
光，一片片、一
簇簇斑驳在了
水面荡起阵阵
涟 漪 ，向 远 处
眺 望 ，山 水 相
连 处 晶 莹 澄
澈、波光粼粼”
这便是记者眼
中的“小天池”
美 景 ，如 果 说
桂林山水是大
自然的鬼斧神
工，那么“小天
池 ”也 算 得 上
是 钟 灵 毓 秀
了。

据了解，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 ，孟 家 岭 镇
在 此 开 采 矿
石 ，因 此 形 成
了一个 40 米深
的矿坑。由于
多年的矿石开
采 ，导 致 地 下
水 上 升 ，水 底
的各种矿物质
使水的颜色变
成了诱人的绿
色 景 观 ，宛 如
一 座“ 小 天
池”。2018 年，
梨 树 县 委 、县
政府开始实行
专 项 整 治 活
动 ，在 生 态 修
复 过 程 中 ，恢
复林地 8.5 公顷，栽植苗木、花草、爬山
虎、抗寒月季 10 万余株，水里撒了很多
观赏鱼鱼苗，从而达到了复绿和观赏的
效果。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昔日的弃山
俨然变成了绿水青山，如今的“小天池”
已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成为城
里人休闲旅游的打卡地，每天前来观光
旅游的人络绎不绝，人们对“小天池”的
独特景观赞不绝口。

下一步，孟家岭镇将依托“小天池”
景观，积极创新旅游发展模式，牢牢把
握 文 化 内 涵 和 乡 村 特 色 ，加 强 规 划 设
计 和 品 牌 打 造 ，有 效 利 用 乡 村 旅 游 资
源，深层次挖掘特色内涵，多方位演绎
表 现 形 式 ，致 力 于 开 发 出 具 有 浓 郁 乡
土 氛 围 的 乡 村 旅 游 精 品 项 目 、拓 展 出
一 条“ 农 文 旅 ”融 合 的 发 展 之 路 ，助 推
乡村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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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香满园 订单销售旺
□ 肖雪 刘磊 本报记者 侯春强

鲜食玉米迎来香甜“蜕变”
□ 肖雪 刘磊 本报记者 侯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