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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
特别是“册外地”清查管理工
作，着力提升各级干部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政策水平，6 月
15日，省农业农村厅在通榆县
举办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政策暨“册外地”清查管理培训
班。

自5月31日全省农村集体
“三资”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启动
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迅速
行动，已排查出“三资”管理类
问题1944件，问题类资金214.6
万元，清查“册外地”违规发包、
低 价 发 包 或 无 偿 发 包 面 积
23499.3 亩，已整改 1474.7 亩。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进一步细
化制定了《关于农村集体“三
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指
导意见》，制定了“五图五机制
五手册”等一整套操作指南，指

导各地按图表施工、按机制推
动、按手册操作、按节点控制，
加快推动集中整治任务落细落
实。

培训班强调，各地要加强
组织领导，合力保障农村集体

“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专项行动取得创新性成果，一
是强化高位统筹推动，多部门
参与，系统推进；二是强化责任
落实，省级统筹协调，市级加强
监督指导，县级强化执行落实；
三是强化稳步实施，逐环节精
准落实到位，稳妥处理各类矛
盾纠纷，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四是强化综合调度，按照各
阶段工作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任
务；五是强化机制建设，健全完
善“三资”管理制度，加快推进
农村集体经济数字化管理系统
应用及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规范化建设整省试点。

培训班强调，各地开展“册
外地”清理整治，要注意把握

“三个结合”原则，一是坚持先
清后治与边清边治相结合，全
面掌握“册外地”和其他集体资
源底数及使用情况，将数据录
入“三资”监管平台，同步处理
解决各类损害集体和群众利益
问题；二是坚持清理整治与还
利于民相结合，从源头上防治
土地资源占有使用不公平，让
村集体农民共同受益；三是坚
持快速推进与面上铺开相结
合，确定先行县及先行乡镇，集
中力量重点清查，积累经验、探
索路子，带动其他县份快速推
进，并逐村攻坚重点难点问题。

培训班实地观摩学习向海
乡复兴村“册外地”清理成果
及“三资”管理运营模式，通
榆县向海乡、十花道乡在观摩
过程中介绍工作经验。

我省举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政策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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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稻田黑土丰厚，
白鹭翻飞，种植环境真是
太好了！”“在这样的环境
种植水稻，做出的米饭香
糯可口，百吃不厌……”插
秧时节，福建广电融媒体
一行到梅河口市拍摄吉林
大米宣传片，对泉秀合粮
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
环境、稻米品质发出了由
衷的赞叹。

赢得福建媒体人赞叹
的合作社领军人物就是贾
宏秀，是一名“巾帼不让须
眉”的新农人。当年，刚刚
走出校门的她回到家乡，
和父辈一样开始了农耕生
活。看到乡亲们仅靠耕种
几亩承包田，过着维持温
饱的日子，她毅然决定到
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于是，
她出国劳务，不怕苦累，勤
奋能干，经受了历练，增长
了能力。在赚得了创富的
第一桶金后，她决定回国
干一番事业。

返乡后，贾宏秀发现
当地许多朝鲜族村民出国
务工，大量稻田需要有人
接手耕种。面对这一商
机，她和丈夫经过慎重考
虑后决定，把这些土地流
转过来，发展优质稻米生
产。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她承包了山城镇头八
石村外出务工农民的水
田。为了种出好大米，她
学习运用土壤改良技术，
精心选择优良品种，聘请
技术人员指导，施用有机
肥料，采用人工除草，所产
大米一上市，就受到顾客
的欢迎，赢得了好口碑。

规模化种植，合作化
带动。随着种植、管理技
术的加强，贾宏秀决定扩
大种植规模，共流转 800
亩水田，建起绿优水稻种
植基地，开启了规模化种
植 、科 学 化 管 理 的 新 征
程。为了带动乡亲共同致
富，2014年，她发起创办了
泉秀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吸纳当地和周边村屯

农民入社，与成员签订种
植合同，包种肥、包技术，
包收购，入社成员获得了
理想的收益。2023 年，合
作社与当地和周边村屯农
民签订了 2200 亩水稻订
单。秋后，由于收成好、价
格高，每亩比种植普通水
稻增收200多元。

品牌是驱动消费者
认同、喜欢乃至爱上一个
产品的推动力量。因此，
贾宏秀在培育打造品牌上
下功夫。她多方筹集资
金，升级改造了稻米加工
厂 ，提 高 了 大 米 产 品 质
量。经过10年多的努力，
相继打造了“禧米香”“臻
米香”两个品牌，“家的味
道”“农乡情”3个系列、30
余种包装的大米产品。同
时，大胆探索实践，生产寿
司专用米，专供青岛等外
地客户。2020年以来，“禧
米香”品牌大米连续两届
获得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展
示交易会“金奖”，2023年，
获得第四届国际米食味大
赛“优胜奖”。

作为新农人，贾宏秀
思维超前，勇于开拓。为
了把大米推向更广阔的市
场，她不辞辛苦，虚心向专
家求教，刻苦学习如何建
立和管理网店、如何拍摄
产品照片、如何编写具有
吸引力的产品描述、如何
处理订单和物流配送等环
节。在合作社开设直播
间，采取线上带货直销、线
下联合经销商销售等方
式，把产品卖到福建、河
北、江浙等地区，其中，线
上销售达到 700 多吨，不
仅为当地农民树立了标
杆，还受到粮食、农业等部
门的肯定和表扬，每年都
推荐她参加各类展销和评
奖活动。不仅如
此，她还带领村
里的姐妹一起学
习 线 上 营 销 技
能，开展线上经
营，把当地农特

产品推向线上大市场。
为了带动更多农民种

稻增收，今年，贾宏秀在优
化种植800 亩水田的基础
上，积极带动当地和周边
乡 村 农 民 发 展“ 订 单 农
业”，订单水稻面积近8000
亩。

“贾宏秀具有开拓进
取精神，夫妻俩种了很多
地，开加工厂，在自己创业
的同时，还热心帮助村民，
带领大家科学种田、增收
致富，她是我们村的优秀
女性。”谈起这名新农人，
村妇联主任王金荣赞不绝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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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天娇 记者 徐文君 报
道 夏风和煦，晴空万里。6月18日，
桦甸市首次乡村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在桦郊乡晓光村举办，200余名游客
现场见证了这场别开生面的“村游”
推介活动。

本次活动是桦甸市乡村党组织
推动“村游”工作的一次展示，是桦
甸市乡村干部喊您来“村游”系列活
动的第一站。活动由桦甸市委组织
部主办、桦郊乡党委承办，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配合，以

“古村遗味 民俗之旅”为主题，重点
推介晓光朝鲜族民俗村的民族风
情，内容包括朝鲜族歌舞演出、第
一书记代言农特产品、现场制作朝
鲜族美食、参观朝鲜族博物馆、免
费穿着朝鲜族服饰打卡拍照等活

动。
活动现场，民俗气息浓郁的朝

鲜族歌舞表演在晓光村采摘园前上
演，身着艳丽服饰的朝鲜族妇女在
悠扬的民族音乐声中起舞，尽显民
族风情；在农特产品展销区，全市各
村第一书记为游客介绍展销产品，
秋木耳、甜糯玉米、辣白菜、蒲公英
茶、野生榛蘑等103种农特产品令人
驻足，农民画各类衍生品——相框、
杯垫、石头画、剪纸，琳琅满目、应接
不暇；晓光村博物馆内，游客络绎不
绝，朝鲜族农耕用具、民族乐器、民
族美食、民间工艺等各类朝鲜族物
品，让游客不禁随之探寻朝鲜族文
化、品味异域风情；活动场地上，工
作人员现场制作辣白菜、打糕，一锤
一锤打出香甜软糯的打糕，赢得现

场游客阵阵赞叹；各地前来的游客
纷纷身着免费朝鲜族服饰拍照打
卡、留影，现场氛围热烈浓郁。

晓光民俗村是朝鲜族聚居村，
全村人口98%都是朝鲜族，近年来，
晓光村大力实施“文化+农业+旅
游”兴产强村富民工程，建有朝鲜族
特色民宿、朝鲜族传统美食、朝鲜族
民俗博物馆。先后被评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吉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称
号。

“我市积极组织乡村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人才投身乡村旅游事业，
与吉林市龙行天下旅行社建立合作
关系，加强‘村游’主题线路宣发、策
划，打造农文旅爆款IP品牌，致力于
推动形成‘发展旅游—带活经济—

致富百姓—振兴乡村’的良好局
面。”桦甸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

桦甸市将动员全市基层党组织
和乡村干部挖掘整合全市乡村旅游

资源，结合四季时令，设计精品乡村
旅游路线，持续开展“第一书记代
言”活动，开放基层服务阵地，开展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多措并举引领
乡村旅游火爆出圈。

桦甸市“村游”宣传推介火爆出圈

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报道
6 月 16 日，省农业农村厅在大
安市举办全省脱贫人口和脱贫
地区庭院经济发展现场培训会
议，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
论述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推动全省脱
贫人口和脱贫地区农民增收
工作。

今年，我省把庭院经济作
为增加脱贫人口收入的重要举
措，奖补资金由去年的1.02亿
元增加到2.7亿元，发展规模计
划由去年的7.3万亩增加到20
万亩，特别是打破了房前屋后

发展庭院经济的固有模式，创
新性地将“飞地”庭院、“庭院经
济+”纳入庭院经济补贴范
围。从全省总体上看，已超额
完成全年计划，但仍存在区域
发展不平衡现象。目前，庭院
种植已基本收尾，会议要求各
地加强技术指导，尽早谋划销
路，形成集群效应，把“小庭院”
发展成“大产业”。

会议指出，脱贫人口和脱
贫地区农民收入是衡量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依据。
各地要站在大局全局视角来认
识增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
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要紧扣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内生
发展动力，抓实落细产业就业

增收举措；要注重统筹全社会
资源和各方面力量，形成齐抓
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锚定全年目标，聚焦产业和就
业两个关键，紧盯庭院经济、脱
贫人口小额信贷、帮扶主体奖
补政策、消费帮扶、执证就业、
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
公益性岗位、交通补助、“雨露
计划+”就业服务、乡村工匠培
育这 11 项重点增收举措，以
21条政策举措为强劲支撑，进
一步夯实基础、抢抓进度、提
升质量，不断激发脱贫群众自
主发展、自我增收的志气心气
底气，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尽快
落实到户到人。

全省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庭院经济发展现场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