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充分
享受改革发展红利。”这是柳条乡一
直以来的追求。

“我们立足本地优势，创新农业
发展方向，把棚膜经济作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突破口，全力打造温室棚膜基
地，促进产业增效、集体增值、群众增
收，以特色产业推动共同富裕，助力
乡村振兴。”王涛说。

走进厚俗村的蔬菜种植基地，40
栋蔬菜大棚在夏日的朝阳中整齐排
列，大棚内青翠欲滴的黄瓜、豆角等
蔬菜格外诱人，菜农正忙着采收、分
拣、装车。

“这些大棚是由13户村民自筹资
金建设，由村里集中管理。2023年，
40栋蔬菜大棚全部建设完工，并投入
使用，一年可种植蔬菜两茬。”厚俗村
党总支书记侯建忠介绍说，大棚蔬菜
陆续成熟上市，为周边农民提供了就

近就业的机会，每天有30多人来此
务工，工人在这里工作既可以学习
到蔬菜的种植管理技术，又能增加
家庭收入。

“我是本村村民，家里有 4公顷
地，农闲过来打工，不耽误家里种
地，从合作社建立起我就在这务工，
主要负责采摘蔬菜、田间管理等，每
小时 12元，去年在合作社赚了 4万
元左右，加上家里土地收益，一年能
赚10万元。”村民侯平笑着说。

厚俗村一直将发展棚膜经济作
为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自蔬菜大
棚投入使用以来，每栋蔬菜大棚年平
均带动劳动力 300余人次，解决了本
村及周边村普通劳动力和部分脱贫
劳动力 1.2万人次的就业问题，平均
每人增收3万元左右。

今年以来，厚俗村以“党支部+合

作+农户”的产业模式，进一步整合蔬
菜产业种植面积，已经形成“化零为
整”的规模化种植。

一方好山水，振兴正当时。生机
盎然的厚俗村，只是柳条乡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个小小缩影。如今，在
柳条乡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上，产业
更旺了，村子更美了，村民更富了。
乡党委、乡政府信心满满，正在奋力
谱写新时代美丽乡村的崭新篇章。

棚膜经济，共享发展富村民

文明是村庄最美的“底色”，也是最靓
丽的“名片”。柳条乡的振兴之路，离不开
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

走进柳条乡政府院内，仿佛置身于和
谐宜居的新时代画卷中，院内环境绿意盎
然，树木与鲜花交相辉映。引人注目的文
化长廊，张贴着 36条文明用语，不仅美化
了环境，更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文明信息，
让文化浸润百姓心田。

美丽的环境中，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格
外醒目。实践所室内，30余名志愿者正为
迎接“2024双辽乡村（森林）马拉松”排练
快闪舞蹈，现场氛围热烈。工作人员介
绍，作为全乡文明实践的重要阵地，实践
所承载着传播文明、引领风尚的重要使
命。通过组织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不仅丰
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提升了整个
乡镇的文明程度。

近年来，柳条乡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为主阵地，切实发挥阵地平台作用，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打通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积极发挥“文明
实践”的作用。

健全组织机构。柳条乡成立了以乡
党委书记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所长，各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站长的领导体系，形成了“1+16+N”文明实
践工作体系和责任体系，确保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实现乡村全覆盖。坚持“五有”
标准，锚定“一核双驱四阵八同心”工作任
务，打造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文化服务、

体育健康、科技创新五大功能区，形
成全域性覆盖、多功能并存、全天候
开放的文明实践阵地体系。

挖掘特色平台。依托文体站、
农家书屋、村文化广场、乡村两级卫
生院（室）、便民服务中心等机构，结
合移风易俗、“扫黄打非”等工作，用
好法治宣传平台、网络媒体平台，让
政策、科技、文化等直达基层。

强化队伍建设。组建理论宣
讲、“扫黄打非”、普法宣传、生态绿
色环保、卫生健康、文化体育、爱心
帮扶、网络文明、移风易俗、退役军
人 10支志愿服务队，着力打造思想
宣传入心、公益帮扶暖心，惠民阵地
聚心的文明实践新格局。

弘扬新风志愿服务。大力推动
移风易俗工作，利用道德银行“小积
分”撬动乡村“大文明”，有效劝导大
操大办 10件，余事不办 196件；融合

“扫黄打非”工作，引导群众健康阅
读；结合“学习雷锋精神”活动，带动
形成“人人争做志愿者，人人都是志
愿者”的热烈氛围，将文明实践润乡
风落到实处。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
里。近年来，我们有效利用文体站、文明
实践广场等场地，结合群众兴趣爱好，组
织开展广场舞文艺汇演、书法绘画创作、
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
展志愿服务96次，16个村级（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累计开展活动 1500余次。今
后，我们将继续聚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将‘文明之花’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
程。”柳条乡党委书记于忠国说。

一城文明风，满目幸福景。如今，柳
条乡文明新风正徐徐吹来，为推动乡村振
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明实践，多彩活动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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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名片
双辽市柳条乡地处松辽腹地、

辽水之滨，总面积146.57平方千米，
总人口16462 人，下辖15个行政村、
1个社区、37个自然屯，先后被评为
全省文明村镇、全省综合行政执法
示范乡、2022 年度四平市优秀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 新风扬新风扬 产业兴产业兴 乡村美乡村美

———来自双辽市柳条乡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来自双辽市柳条乡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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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承载希望的热土，也
是一处宜居宜业的福地，这里沃野
千里，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地。

一个个美丽乡村喜焕新颜、一
条条乡村公路四通八达、一个个富
民产业落地生根、一张张质朴笑脸
竞相绽放……初夏时节，行走在双
辽市柳条乡，空气清新、生机盎然，
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的美丽图景，正在广袤原野上徐
徐铺展。

乡村振兴，产业是
关键。

柳条乡依托当地优
质的秸秆资源优势，紧
紧抓住“秸秆变肉”暨千
万头肉牛工程建设机
遇，全局谋划肉牛养殖
全产业链，不仅有效利
用秸秆资源，还为养殖
户节约成本，形成“废弃
物资源化”的良性产业
循环，实现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赢
的良好局面。

夯 实 肉 牛 产 业 基
础，柳条乡积极推行“放
母还犊”养殖模式，为农
户打开致富之门。

“哞、哞、哞……”走
进利园生态养殖场，远
远地便听到此起彼伏的
牛叫声。在宽敞的标准
化牛舍中，一头头膘肥
体壮、皮色油亮的安格
斯（澳系）黑牛悠闲地晒
着太阳。

这些安格斯（澳系）
黑牛“漂洋过海”来到这
里，黑色无角，体躯矮而
结实，肉质好，出肉率
高，托起了村民的致富
梦。

“利园生态养殖场
占地面积 1.7万多平方
米 ，待 建 约 2000 平 方

米。在政府的扶持下，
我们打造了‘放母还犊’
模式，辐射带动周边村
民一起养牛致富。”利园
生态养殖场负责人杨晓
东介绍，养殖场为养殖
户 提 供 饲 养 的 圈 舍 、
TMR 拌料机、撒料车、
清粪车。饲养户每头牛
交 2000元押金，母牛生
产后，养殖场再以每头
9500 元 价 格 回 购 牛
犊。大母牛下完两头牛
犊，视为合同期满，饲养
户需将大母牛归还养殖
场，同时养殖场返还押
金。这种放母还犊、保
底回收的方式，让当地
很多农户当起了“牛老
板”。

“借助乡村振兴政
策，我们积极推行‘放母
还犊’养殖模式，夯实肉
牛产业基础，辐射带动
周边村民一起养牛致
富。同时，立足秸秆优
势，变废为宝，作为饲料
喂养母牛，有效降低养
殖成本。”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王涛说，柳条乡
将发展肉牛养殖作为主
导产业，把肉牛养殖和
发展庭院经济相结合，
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肉牛振兴，产业兴旺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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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章法人章遗失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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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431-80563797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陈闯 身份证号：
220322197704110214 对坐落于
梨树县胜利小区 10号楼东 2单
元 706 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
承登记。用途：住宅 ,面积88.83
平方米。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和《不动产登记操作
规范（试行）》之规定，对该申请
进行审查并予公告。如对该申
请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
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
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
予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
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梨
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6月13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陈闯 身份证号：

220322197704110214 对坐落于
梨树县胜利小区 7 号楼东 1 单
701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承登
记。用途：住宅 ,面积 105.58平
方米。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和《不动产登记操作规
范（试行）》之规定，对该申请进
行审查并予公告。如对该申请
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
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
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梨树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6月13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陈闯 身份证号：

220322197704110214 对坐落于
梨树县胜利小区 10号楼东 2单
704室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承登
记。用途：住宅 ,面积 68 平方
米。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和《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
审查并予公告。如对该申请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
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
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
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梨
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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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20421MA1483M47K，将公章
丢失，编码：2204211078860，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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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条乡宣传委员桂景姝讲解志愿服务活动

农家书屋让文化直达基层

村民在蔬菜基地打工收入颇丰

厚俗村党总支书记侯建忠介绍
蔬菜基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