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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综合新闻

本报讯 隋 广 超 报 道
2024 年，扶余市农业农村局
积极推进粮油规模种植主体
单产提升行动，旨在提高粮
油作物单产水平，推动农业
现代化发展，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参与申报的主体及种
植大户数量达到744家，其中
玉米种植户540家、水稻种植
户 87 家、大豆种植户 10 家、
花生种植户107家。

为确保行动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扶余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经营情况、种植面积、技
术模式等情况，对申报主体

进行严格遴选。最终，182家
主体及种植大户进入实地测
产环节，其中包括136家主体
和46家种植大户。

经过实地测产和理论产
量表现情况的综合评估，计
划奖励主体及种植大户数量
为123家。其中，主体数量为
111家，大户数量为12家。

结合实际情况，在作物
类型方面，扶余市加大对玉
米主体及大户的支持力度。
玉米奖补数量为99家，其中
主体93家、大户6户，占比达
到 80%；水稻奖补数量为 15

家，其中主体 12 家、大户 3
户，占比12%；花生奖补数量
为8家，其中主体6家、大户2
家，占比 7%；大豆奖补数量
为1家，为大户，占比1%。

此次奖补项目总金额
为 885 万元，扶余市农业农
村局按照主体及种植大户分
类、分作物确定奖补标准，体
现鼓励先进的原则。这一举
措将有效激发种植主体和大
户的积极性，推动他们采用
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
式，提高粮油作物的单产水
平。

扶余市农业农村局

推进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

本报讯 陈岩 报道 通榆
县兴凯粮油经贸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8年 7月，是一家集
农副产品购销、加工及销售
的企业，凭借丰富的经验和
先进的设备，成为当地葵花
产业的佼佼者。

公 司 注 册 资 金 500 万
元，企业法人魏凯波拥有 20
年农副产品经营经验。通榆
县是国家主要粮食和油料作
物产区，尤以葵花、玉米、高
粱及杂粮杂豆著称。公司凭
借庞大的销售网络，将产品

销售至全国各大市场，其中
葵花销售收入占全年销售收
入的 70%以上，成为当地最
大的葵花购销及加工企业。

公司主要经营葵花籽购
销及葵花籽油加工，葵花籽
作为当地特色农产品，通过
公司的积极带动，每年帮助
230 户农户提高经营收入。
公司实行董事长领导下的总
经理负责制，下设技术检验、
生产加工、市场营销、人事和
财务等职能部门，确保生产
经营和行政事务的统一领导
与高效运作。

公司位于通榆县铁西新
兴路，老场地占地 1 万平方
米，库房建筑面积 3011平方
米，总投资约 600 万元。拥
有先进的葵花籽初选、烘干
及精选设备，年生产能力达
8000吨。2016年，公司实施
葵花深加工项目工程，新增

经营场地 2 万平方米，新建
钢结构库房 8159 平方米及
办公楼 1230平方米，极大提
升了仓储及加工能力。

在供应链方面，公司于
2010年与国内最大的炒货企
业“安徽洽洽集团”签订长期
供货合同，为产品销售提供
坚实保障。2012年，公司购
置葵花油深加工生产设备，
年生产葵花油能力达 1000
吨左右，并于 2014 年注册

“金琪多福”食用油商标，实
现产品多样化，提高附加值，
同年被评为白城市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

通榆县兴凯粮油经贸有
限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诚信双赢”的经营宗旨和“求
真务实，创新发展”的企业精
神，建立健全规范化、制度
化、科学化的生产经营管理
模式。

通榆县兴凯粮油经贸有限公司

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本报讯 李桂华 刘宇卓
报道 近年来，通榆县的年画
创作者笔耕不辍，年画创作事
业佳绩频传。郭丽华的新年
画《鹤乡风情》系列组画以独
特的创作风格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75周年吉林省美术作品
展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佳作
奖，为通榆年画艺术事业再添
辉煌一笔。

1991年6月，通榆县被文
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画乡”，2015 年通榆年画艺
术列入《白城市第五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21 年，通
榆县成立年画艺术传承发展
研究中心和文艺创作中心，建
立 40 余人的核心团队，是全
国最大的一支年画创作队伍，
创作近300幅新年画作品，先
后有 70 余幅（组）作品在国
家、省级展览中参展、获奖。
2023年，通榆年画工作经验入
选《吉林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十大行动典型案例选编》；
通榆年画传承发展工作项目
获评 2023 年全国、全省新时
代“终身学习品牌项目”。通
榆年画文创产品入选吉林省
优质网销文创产品名册，参加
了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第十
九届深圳文博会、第十四届东
北亚博览会、国际版权博览会
等大型展会。《鹤乡风情》系列
年画被选用为联合国安理会
轮值主席月纪念品。2024 年

8月，通榆年画创作团队受邀
参加中俄文化交流年活动，50
余幅年画精品在哈巴罗夫斯
克区美术馆进行了展览。

新时代的通榆年画注入
新的思想、创作元素，不断焕
发新的光彩，目前，共有40多
名年画骨干力量执着赓续前
辈的年画创作事业，接力传承
通榆年画的辉煌历史，通榆年
画已经成为全县文化艺术事
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通榆：年画创作佳绩频传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陈浩男自加入公安队伍
以来，始终以饱满的热情
和坚定的责任心服务社
区。作为东辽县公安局
的年轻民警，他以较强的
职业荣誉感和敏锐的洞
察 力 处 理 各 种 矛 盾 纠
纷。依托“警地融合”和

“警民融合”机制，成
功排查并化解20余起
矛盾，开展常态化入
户走访，入户走访率
达到 100%，检查九小
场所 200 余户次，积
极打造“三零”社区，
赢 得 辖 区 群 众 的 一
致好评。

秋收期间，面对土地
纠纷等问题，陈浩男以情
绪安抚、矛盾点分析和积
极调解的方式，成功化解
了村民之间的矛盾。他
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警
察的初心和使命，为辖区
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安
全屏障。

以实干践行初心

本报讯 车迎莉 报道 新
春佳节的脚步逐渐临近，为表
达对职工的新春祝福与关怀，1
月10日，桦甸市大勃吉林场工
会为全体职工发放米面油等物
品，感谢职工一年来的辛勤工
作。

尽管天气寒冷，职工都洋
溢着喜悦，感谢林场领导始终
把关爱职工放在首位，他们夏

“送清凉”，冬“送温暖”，让每
名职工充分体会“家”的温暖。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
大勃吉林场职工纷纷表示，将
林场给予的关怀与温暖化为前
进的动力，用实际行动为林业
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大勃吉林场

关爱职工送温暖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张强是民建吉林省农业
委员会委员、公主岭市政

协委员、吉林省水稻资源
团队首席科学家。多年
来，他以水稻遗传育种与
栽培为核心，探索水稻资
源创新与利用，挖掘水稻
基因功能。

在水稻种植研发领
域，张强主持或参加完成
国家级、省级等各类科研
项目40余项，选育水稻新

品种40多个。荣获
吉林省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5项、三等奖
2项，国家丰收计划
奖 2 项，为乡村振
兴、水稻产业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技术支撑与品种
保障。

在政协工作中，张强
被评为“优秀政协委员”

“优秀提案人”和“民建吉
林省优秀会员”，其《关于
加大秸秆还田力度，助力
我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提案获得高度评价。他
还就发展稻渔综合种养、
棚膜经济、防护林建设等
提出多条建议，为地方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

深植沃土助发展

好仕途教育在公职培训
领 域 备 受 关 注 。 该 校 自
2018 年成立以来，秉持专业、
严谨、负责的态度，稳步前
行，成果斐然。

好仕途教育由申论、面
试专职讲师可欣担任总校
长。可欣毕业于吉林财经大
学公共关系专业，后赴德国
深造政府公共关系专业，取
得双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历，
且拥有两年体制内工作经
验，为其教学奠定了坚实的
实践基础。在2024年吉林省
公务员考试中，可欣带领的
团队成绩优异，培养出 80 分

以上学员十余人，平均成绩
达75分以上。

好仕途教育办学理念先
进，坚持“做好品质第一，不
断提高教研教学质量与服务
质量”的宗旨，学校师资力量
雄厚，有50名教职工、200名
顾问及教务人员，众多公考
资深讲师联合授课。目前
已在吉林、陕西、山东、云南
等 多 地 设 立 分 校 ，口 碑 俱
佳。

学校教学优势明显，采
用小班授课模式，笔试班 50
人，面试班15人，每天授课超
8 小时，讲师能够一对一辅

导，精准定位学员需求给予
个性化指导。同时，学校提
供贴心的管家式服务，学员
可免费入住设施齐全的好仕
途公寓。在学习方面，讲师
和教务老师认真布置作业并
跟踪服务，帮助学员查缺补
漏。

打造优质公职培训平台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图们
市月晴镇笠峰村驻村第一
书记高冠宇与吉林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积极沟通，开展
一场别开生面的“便民义
诊，送医下乡”活动。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后勤党总支书记肖健带
领调研组及医疗队为村民
提供全面的健康检查。义
诊中，医疗团队不仅为村民
测量了血压、血糖，还进行
中医诊脉，提供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此外，还为村民提
供健康咨询和免费药品发
放服务，共发放 40 余种药

品，价值6000余元。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将继续加强与笠峰
村的合作，努力为当地
村民提供更加便捷、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助力
乡村振兴。

送医下乡受欢迎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李
亚明是伊通县满族第二十
四中学校党支部书记、校
长，倾力打造学校特色管
理。他独创的“一核、两翼、
六维、六轮”工作模式，为学
校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通
过推进“立心国学特色教育
基地”建设，以“感恩、立德、

修文”等六个维度为抓手，
使学校焕发新貌，获得“四
平 市 先 进 教 育 工 作 者 ”

“ 伊 通 县 优 秀 人 大 代 表 ”
称号。

李亚明不仅教学成果
显著，更以实际行动践行代
表职责。他带领的二十四
中学教育教学质量连年攀
升，中考成绩多次位居农村
学校之首。众多优秀毕业
生考入 985、211 院校，充分
展示了学校的育人成果。

李亚明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展现了新时代
教育工作者的风采。

为学校发展注入新活力

洮南市富文街道76岁老人郑存瑞爱好冰上运动，自浇冰
场十多年。图为郑存瑞在打冰球。 邱会宁 范海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