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环境优环境 抓项目抓项目 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5月 日 星期六20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投资 5300 万元的白山市江

源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预计7月

底完工。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容

纳近千人进行体育健身活动，不

仅能满足市民健身需要，还可以

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化

娱乐活动，带动交通、商业、旅游

等产业发展。 记者 郭小宇/摄

本报讯 闫虹瑾 报道 田家
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连日
来，我省抢抓天气晴好、土壤
墒情适宜有利时机，多措并举
推进春播生产。据 5 月 16 日
农情调度，全省玉米、薯类播
种已基本结束，大豆已播计划
面积的71.34%，水稻已插秧计
划面积的 13.95%，同比快 1.32
个百分点。

在梨树县郭家店镇孙家
屯村，整齐的农田一望无垠，
一台台装好玉米种子、肥料的
大型播种机伴随着隆隆轰鸣，
在农田内来回穿梭，机械化作
业不仅让春耕生产“不停步”，
也让农民实现了稳产增收“底
气足”。

“今年，全镇多次召开春
耕相关工作会议，谋划春季农
业生产，完善抓落实工作机
制，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农业生
产第一线，明确任务、强化措
施，深入农机专业合作社，大
力宣传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指导农机手保养、调试和检修
大小农机具，确保春耕工作顺
利开展。”郭家店镇副镇长胡
新军说。

“秧好半年稻，壮秧产量
高。”走进舒兰市溪河镇吉米
粮食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
稻苗插秧机正在田野中行进，
身后留下一行行绿油油的秧
苗，整齐地排列在稻田里。

“5月2日开始泡田，5月6
日开始插秧，每天每台机器可
插秧1.5-2公顷，今年共种植水稻937亩，预计5
月18日前后可完成全部插秧工作。”基地负责人
王晶说。

今年，我省在粮食生产中将突出抓好粮食
播种和大豆油料扩种任务落实、抗旱播种措施
落实、粮食单产提升行动落实、气象为农服务、
农田水利保障、农业生产综合服务指导六个方
面工作，计划落实粮食播种面积9000万亩以上，
比去年增加323万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
在800亿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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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安图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
面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项目建设大提
速，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总投
资 2.83 亿元的吉林双目峰公路口岸建设
项目已正式开工。

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和运输车辆往来
穿梭，工人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一派如火如
荼的繁忙景象。据了解，吉林双目峰公路口
岸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8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为1.67平方米。主要包括联检综合大
楼、海关生活区、边防生活区、小型消防站、查
验台及暂存库、海关检验检疫现场办公楼、边
检现场办公用房等室外工程，目前已经完
成表土剥离，正在进行场地平整、修建施工
道路和钻井工作。

据了解，吉林双目峰公路口岸建设项目
总投资 2.83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0.5 亿
元。项目建成后，将使口岸边检通关基本功

能正常运行，同时提升人员出入境
和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跨境旅游
发展，推动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安图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双目峰公路口岸建设项目开工

五月的风，吹来了夏，
也带来了舒兰市吉曙街道
曙光村西红柿的收获季。

近年来，曙光村充分
发挥村党支部和党员在产
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大
力发展西红柿产业，走出
了一条“基层支部引着走、
合作组织带着走、广大群
众跟着走”的产业增收致
富新路。

微风正好，种植户娄
建宇订单接到手软，可是
地里的柿子却摘不下来那
么多，只能先保证老客户。

邻近的种植户刘景余
正忙着为客户摘柿子。看
着长势喜人的西红柿，算
起了收入：柿子已陆续上
市，每斤15元，一棚收入六
七万元，算上秋天的一茬，
3棚柿子收入近40万元。

西红柿种植是曙光村
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通
过这项产业，全村人均收

入达万元。这一切，都建
立在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上。

村党支部书记沈祥春
告诉记者，曙光村以前除
了传统农作物外，几乎再
无其他经济作物。幸好，
村里有30多年的西红柿种
植历史，起初虽然是零散
种植，无法产生规模化效
益，但品质良好、名声远
扬。为改变村民收入低、
无产业的状况，村党支部
经过党员大会研究，确定
把西红柿种植作为主导产
业，开始有目的地引导组
织村民发展西红柿种植。
产业要发展，党员必须带
头。村里请来种植专家为
全村党员传授种植及管理
技术后，再由每名党员分
片区指导村民，实施统一
管护、专业种植、规模化发
展模式，持续做大做强种
植规模，同时确保村民的

经济利益。
“抓产业的落脚点，就

是要助推村民脱贫致富。”
沈祥春说，做大做强西红
柿产业，让村民实现增收
目标，是曙光村历届党支
部始终的目标和任务。如
今，曙光村有日光温室 21
栋、普通钢筋大棚80栋，年
产值 600 万元，带动 40 多
户农民致富。“下一步，我
们要依托长麻沟西红柿产
业园区，发展产旅融合，在
长麻沟屯创建美丽庭院示
范点，形成整体布局合理、
美观的采摘休闲农家小
院，形成集生产基地、营销
平台、采摘观光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综合体，推动种
植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
展。”

临近傍晚，忙碌了一
天的种植户陆续收工，迈
着轻松的步伐向家里走
去。

映红致富路
——曙光村发展西红柿产业小记

□ 于婷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实习生 刘铭瑶

本报讯 陈雪峰 记者 郭小
宇报道 今年以来，乾安县继续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
乡村振兴的前提摆在突出位置，
强化“四个聚焦”，统筹推进乡村
振兴各项衔接工作。

聚焦守底线、建机制，持续
抓好常态化监测和帮扶。抓好
基层队伍强排查。严格按照省
里确定的防止返贫监测收入指
导线标准 7800 元，指导乡村干
部、乡村振兴专干、驻村干部、包
保帮扶干部和村级网格监测员
开展日常排查走访，切实做到早
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及时消
除返贫致贫风险。抓好宣传
引导强氛围。利用乡村干部、
帮扶干部入户帮扶宣传等渠
道措施，帮助农户进一步了解
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工作政
策 。 抓 好 数 据 比 对 强 预 警 。
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监
测预警、研判核实的动态管理
机制，定期对农户信息进行筛
查比对，及时发现返贫致贫风

险点。
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持续

巩固三保障和安全饮水成果。
抓好义务教育提升。继续落实
好“两免一补”和各学段教育资
助政策，确保具有学习能力的
151名农村建档立卡适龄儿童少
年全部接受义务教育，65名符合

“雨露计划”补助条件的脱贫家
庭学生，实现“应补尽补”。抓好
医疗保障提升。严格落实农村
脱贫人口“先诊疗、后付费”等政
策，推动符合条件的脱贫群众基
本医保“应保尽保”、签约服务

“应签尽签”、医药费用“应报尽
报”。抓好住房安全提升。对全
县农村房屋安全隐患定期开展
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抓好
饮水安全提升。持续开展农村
供水动态监测、全面排查，加强
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确保
278 处水源井供水设备正常运
营。

聚焦兴产业 、稳就业，持续
拓宽脱贫群众增收渠道。抓好

扶贫项目带增收。持续巩固推
动棚膜、光伏、农机、牧业小区和
龙头企业合作带困等5类116个
扶贫产业项目提质升级，优化联
户带户机制，确保扶贫项目稳定
产生收益，促进脱贫户稳定获得
分红收益、实现可持续增收。去
年扶贫产业项目收益 327.58 万
元，用于产业分红资金162.88万
元，项目带动全县所有脱贫户，
户均分红 500 余元。今年投入
产业资金 1679 万元，带动农村
困难群众和职工持续增收。抓
实庭院经济促增收。继续鼓励
脱贫户发展庭院经济，重点发展
庭院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发展
谷子、粘玉米、辣椒等各类经济
作物，让院落“方寸地”，变成产
业“增收园”。抓好就业帮扶稳
增收。持续抓好脱贫人口稳岗
就业工作，继续对跨省就业的脱
贫人口给予一次性交通补助；确
保有就业需求的脱贫劳动力就
近就地就业。

聚焦抓建设、美环境，持续

推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抓
好乡村建设行动。对标国家、省
市2023年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
案，协调推动相关行业部门出台
具体实施方案，细化责任清单、
任务清单和项目清单, 加快推
进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村庄面貌
整体提升。抓好千村示范创
建。对 2023 年 19 个创建村，建
立“短板弱项”“建设任务”“责
任 落 实 ”清 单 ，实 施 对 标 创
建 。 抓 好“ 百 村 提 升 ”行 动 。
目前，正在逐村形成细化项目
清单，推动项目落地实施，推
动村庄整体面貌、农民生活品
质全面提升。抓好基层乡村
治理。压紧压实宣传、妇联、
农业农村和文化等部门主体
责任。开展“干净人家”评选，
推广“爱心积分超市”模式，建
立健全“十户一组”网格机制，
发挥农家书屋和文化大院载体
作用，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以“四个聚焦”为抓手

乾安统筹推进乡村振兴衔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