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吹绿庄稼地，又是一
年耕种时。为了带领乾安县
大布苏镇知字村的贫困户脱
贫不返贫，第一书记张瑜做足
了工作。

知字村村民委员会和驻
村工作队积极协调，动员全村
有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在庭
院种植绿色“黄小米”。在知
字村第一书记张瑜的带动下，
全村27户贫困户积极报名参
与。

4月14日，由乾安天丰米
业有限公司与知字村27户贫
困户签订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展庭院经济订单谷子协议
书》。协议书的签订是知字村
贫困户在加入知字村田野农
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又
一项利用土地脱贫增收的重
要项目。

张瑜介绍，知字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 70 户共 109 人。
2017年知字村实现脱贫摘帽，
贫困户人均收入 6500 元以

上。村内贫困户的主要收

入来源有三块，一是土地集
约，统一流转，每公顷土地承
包出去能挣近万元；二是外出
务工和就近打零工；三是扶贫
项目分红。目前有扶贫大棚、
农机合作社、光伏发电3个增
收项目。今年增加的庭院经
济项目绿色“黄小米”，由乾安
天丰米业有限公司为贫困户
免费提供种子、生物农药、有
机肥，订单种植，每斤2.6元回
收，预计10月底完成。

知字村因病致贫的村民
张正全也报名签订了此次庭
院经济合同书。张正全今年
58 岁，身患慢性病以及肢体
残疾，老伴身患多种癌症，疾
病折磨着身体，也压垮了这个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张大哥
在 2016 年加入了合作社，将
土地承包出去，通过土地流转
获得收益。无法下到田地干
农活，张大哥就在自己家的房
前屋后，搞起了庭院经济，种
种小菜，既能自给自足，还有
剩余可以售卖，但是身处农

村，销路实在是打不开。此
次，在张瑜的带领下，与天丰
米业合作，全程提供种子、化
肥、以及技术指导，并按合理
价格上门回收，在家足不出
户，就能实现“增收梦”。

乾安县天丰米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立群说：“我们天
丰米业今天来到知字村，为贫
困户送来谷种和有机肥，并全
程提供技术指导，等到秋收时
在按照合理价格收回，这样可
以让贫困户不用发愁，这也是
我们公司帮助贫困户发展庭
院经济应该承担的社会责
任。”

张瑜说：“我算了一笔账，
每户按照1000平方米庭院计
算，补助就是1000元，亩产少
说800斤谷子，2.6元一斤，那
就是2080元，再加上补助，庭
院经济让每户增收3000元没
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
会在巩固已有产业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加大产业扶贫规模，
扩宽增收渠道，让群众真正过

上小康生活。”
发展庭院经济是贫困户

增收致富的又一个新亮点。
小小庭院，方寸之间，蕴含着
让知字村贫困户过上幸福生
活的朴素梦想，只要项目搞得
好，这就是他们的“零用钱口
袋”。

扶贫路上增亮色
——记大布苏镇知字村第一书记张瑜

□ 黄雨竹 本报记者 郭小宇 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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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播刚刚结束，东丰县
黄河镇黄泥河村劳动力纷
纷走出家门，外出务工。截
至目前，该村外出务工劳动
力已经达到200多名，占劳

动力总数的67%。
去年这个村靠劳务输

出增收800多万元，村民人
均增收近2000元。

（解健飞 兰秀丽）

黄泥河村：

半数劳动力外出务工

本报讯 郭明月 记者郭
小宇报道“受疫情影响，我
们公司在资金上出现了一些
困难，通过政府的协调，帮我
们对接了农业发展银行九台
支行，并成功申请了794.5万
元的贷款，这对我们企业简
直就是一场及时雨！”长春市
九台区源茂粮食收储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迎春在收到贷款
后信心满满地说道。

自万人助万企行动开展
以来，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
面临的不同问题，九台区积
极协调相关功能组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进行解决。截至
目前，九台区共接收企业反
映问题679件，协调解决566
件，问题解决率83%。

针对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九台区与省信用担保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九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银行长春分行等多家金融
机构达成合作协议，建立了

“政担银企”工作机制。目
前，已有11户中小微企业获
得了政担银企合作贷款，贷

款额度达到2864万元。
在人才服务方面，九台

区通过省市人才市场及媒体
平台对外发布用工信息、组
织人才招聘会、协调职业学
校为企业定向委托培养、开
展校企合作等方式全力化解
用工难问题。在长春九台经
济开发区大学生创业园举办
的人才专场招聘暨职业技能
提升对接会上，共有 130 户
招聘企业、多家高校及九台
区域内 1000 余名求职者参
加活动，328名求职者进行了
意向签约。

“这次培训让我们受益
匪浅，为日后的企业管理工
作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吉林
省兰舍硅藻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中层干部在参加完培训后
纷纷说道。近日，围绕疫情
期间企业项目人力资源管
理、企业创新管理以及 2020
年重大信号释放、国内或将
大规模调整经济布局等内
容，九台区邀请专业导师为
全区281名企业管理者开展
了一场生动的线上培训课。

九台区扎实推进
万人助万企行动

伊通信用联社在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学习阵地建在
支部、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纪
律教育活动过程中，量身订
制学习时间安排表，由各党
支部书记领着党员高管召
开组织生活会等多种形式
进行学习，从典型案例中展
现了“滔浪涤污”“以案示警”

“以儆效尤”，通过现象看本
质，以“身边案”教育“身边
人”。

通过读书不断增强自身

防腐能力，心怀志存高远的
追求清廉勤读书，大力提倡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

“学思践悟”中自警自省，也
为避免日后工作生活中犯错
提供了参考。

伊通联社纪委将继续把
警示教育作为反腐倡廉的一
项重要教育形式，更好地运
用到党员高管警示教育活动
中去，增强党员高管廉洁从
业意识，提升拒腐防变能
力。 （王艳超）

共读廉政书常筑“教育墙”

宋文刚是大安市月亮泡
镇东山头村的村民，他坚信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一
步天地宽的道理，于 2016 年
去浙江的宁波、义乌打拼。
在那里他学到了先进的管理
理念和经营模式，他在异地
他乡挣到了第一桶金。

宋文刚认为自己富了不
算富，要带领父老乡亲一道
发家致富奔小康。他坚信电
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
而且还能助推乡村振兴，大
有可为。在大安市委、市政
府、市商务局的大力支持下，

宋文刚于3月28日成立了大
安市圆梦快手电商有限公
司。每天 18 点至 21 点为直
播时间，表演的节目大多数
都是自己团队自编、自导、自
演，既接地气又有正能量，宣
传家乡、讴歌家乡、赞美家
乡。公司还为家乡的农副产
品注册了“澍鄉”牌商标。

如今，宋文刚创办的大
安市圆梦快手电商有限公司
已陆续把家乡的黏豆包、黏
玉米、黄菇娘等农副产卖往
浙江。同时也把义乌、宁波
等地的服装、鞋帽销往本地。

助力家乡创辉煌
□ 史万忠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大安市税务局驻安广镇永富村工作队在开展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中，变“输血”为“造血”，积极引导贫困户

依靠自身努力，稳定脱贫、增收致富。图为该村金山卜屯贫

困户苑加有（右）出售烟苗。 李国义/摄

入春以来，白城医高专校园内杏园和桃李园里，
五颜六色的花儿相继怒放，一簇一簇散发着迷人的馨
香，给防疫期间寂静的校园带来勃勃生机。芳香四溢
的花儿给一边抗疫一边线上线下教学的老师带来美
丽心情。图为老师课余时间赏花拍照。 陈宝林/摄

东丰县那丹伯镇调动
党员干部积极性，让党员干
部“学起来”动起来，为镇域
经济发展献计献力，带头奔
小康。

今年以来，全镇党员干
部共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11

条，脱贫攻坚、农村美化绿
化、劳务输出、普法等方面
建议 30 多条，帮扶贫困户
33户，带头发展农村致富产
业16项，带动270多户群众
走上致富路。

（金杨 邱浩）

那丹伯镇：

党员干部带头奔小康

(上接 08 版)医疗队对于轻
型、普通型采取中医药辨证
施治，对重型和危重型采取
中西医结合治疗。医疗队根
据病人实际情况，制定个性
化康复方案，通过宣教、音
频、视频，应用六字诀、呼吸
控制技术、健体复肺操、八段
锦、太极拳等康复手段，改善
病人肺功能，提高肌力、心肺
耐力。对伴失眠、焦虑抑郁
的病人，进行穴位按压、针灸
等方法，建立医护与患者一
对一的联络方式，给予心理
疏导，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
情绪。在舒兰市，派驻5名医
务人员与舒兰市中医院共同
承担中医药预防干预工作，
推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倡导
的“武昌模式”，落实“四早”
要求为目标的新冠肺炎的防
控模式。舒兰市的隔离人群
全部服用吉林省药监局审批
的除湿防疫散及中药代茶饮
进行预防干预，全面铺开了
中医药防治工作。目前，对
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
者，进行了一对一的辨证诊
疗干预用药，对危险人群发
放中药代茶饮5.5万份，充分

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作用。
疫情发生以来，吉林市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救治工
作一直是公众关心的话题。
对此，王斌表示，为确保确诊
病例得到有效救治，吉林市
集中全市有经验的医疗专家
和支援湖北医疗队员进驻
到吉林市传染病医院（全市
所有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地
病例都在市传染病医院），
实行确诊病例包保制度，动
态评估患者病情，及时调整
诊疗方案。长春中医药大
学和吉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赴武汉医疗工作组提供有针
对性的中医诊疗，每日组织
专家开展综合会诊，研判病
情变化，提供精准治疗，做到

“一患一团队”“一患一方
案”。5月16日以来，在国家
和省专家组指导下，经过省、
市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已
有14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例。目
前，全市境外输入病例全部
治愈出院，其余11例为本地
病例。出院病例现已转入指
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康复
治疗。

5 月 11 日至 15 日，白城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70余人
深入包保扶贫村长久村开展

“三帮扶一推动”活动，积极
助力包保贫困村脱贫攻坚。

在“三帮扶”工作中，主
要帮助开展了排查贫困户住
房安全和饮水安全情况，利
用三天时间入户调查同步核
验，将发现问题制定帮扶事
项清单;深入到乔家围子屯、

于家店屯、东南山屯走访庭
院经济种植板蓝根和辣椒及
签订采购订单情况、春耕生
产情况。

在“一推动”工作中，分
成9个小组，深入到长久村66
户贫困户家中就推动疫情期
间务工、就业政策落地落实、

“两不愁三保障”等各项相关
政策落实方面进行了调查，
并向贫困户发放补碘科普知

识宣传单。同时，6名
机关干部着重就长久
村屯路两旁和绿化带
内的白色垃圾、杂草
等进行拾捡并到 4 户
老弱病残贫困户家中
庭院打扫卫生。

（杨立）

白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驻村开展“三帮扶一推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