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3月，通化市发改
委干部韩龙珍到辉南县三合
村担任第一书记。自驻村以
来，韩龙珍克服各种困难，坚
守扶贫一线。他扎根农村，访
贫问苦，积极帮助村里争取项
目，为贫困群众做实事好事，
得到广泛好评。

发展项目，助推贫困户脱
贫。脱贫攻坚以来，他先后协
调组织实施百亩蓝莓、百亩龙
丰果、百亩婆婆丁、木耳、榨油
坊等扶贫项目。村集体收入
由 2016 年每年 5 万元增收到
现在25万元。落实产业项目
资金130万元，整村推进项目
投入资金 200 万元。落实项
目资金 160 万元新修村组道
路 3.5 公里，实现了村组油漆
路面 100%全覆盖，落实项目
资金650万元加固水库塘坝、
新修水渠，落实项目资金 22
万元新建文化广场 700 平方
米，落实项目资金 13 万元安
装太阳能路灯 39 盏，确保了
项目质量和效果。

找准路子，发展特色产
业。韩龙珍带领驻村工作队

和村干部深入调研，召开

贫困户座谈会，分析致贫原
因，制定脱贫计划，在充分尊
重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科学
确立了发展种植养殖业为主
的脱贫致富路子。一是吸引

“致富能人”进村承包。2016
年初，流转100亩水田地种植
蓝莓。通过招商引资，吸引

“致富能人”来村里承包蓝莓，
为村民获得土地租金的同时，
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实现了
贫困户不用外出打工也能赚
到钱。通过产业拉动，保证贫
困户“稳增收、能发展、可致
富”。二是引导贫困户和在外
务工的成功人士返乡创业。
三合村榛子种植大户王春祥
在外地打工，对脱贫致富持有
怀疑态度。脱贫攻坚战打响
后，他抓住机遇返乡种植大榛
子，从最早100亩发展到现在
的1000亩，年收入几十万元，
成了三合村致富带头人。三
是整合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
业。韩龙珍和县镇领导经过
反复调研，认为三合村地理环
境优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
建一个有特色的“双创”基地
很有发展潜力，经多方沟通协

调，在三合村建起了一所占地
面积 3000 平方米的“三合乡
里”农创基地，农创基地自去
年 12 月末建成至今，已经培
训学员 2000 多人，每年为村
里增收10多万元。

志智双扶，重拾生活信
心。韩龙珍在落实各项扶贫
措施时发现，贫困户王贵军一
家五口人，妻子智力较弱，不
能正常维持生活，三个上小学
的孩子至今都不能说话，于
是，他积极协调包保单位机关
事务管理局，在市里医院找专
家为三个孩子看病。王贵军
家的住房“东边看日头、西边
看月亮、雨天难藏身”，生活的
窘迫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
韩龙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把
他家的情况向单位领导汇报，
在单位的支持下，为王贵军家
修缮房屋，解决了王家的住房
难题，并结合王贵军会榨油的
特长，又向单位领导建议为村
里购买榨油机租给他使用，帮
助他早日脱贫致富。目前，王
贵军把榨油坊管理得井然有
序，生意红火。

驻村以来，村里的事韩龙

珍从不打折扣，百姓找到他，
都会尽全力相帮。先后协调
辉南县为危房贫困户重新盖
房8所，协调扶贫资金1000多
万元，帮助村里招商引资300
多万元，为村里无业年轻人
推荐就业 6 人，并多次参加
省 市 第 一 书 记 代 言 活 动 ，
2018 年参加省民宿大赛获
得第二名。

推开贫穷奔富路
——记辉南镇三合村第一书记韩龙珍

□ 张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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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丰县拉拉河镇纪委
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为工作的着力点，
以抓好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为抓手，扎实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
发展。

今年以来，该镇纪委
先后对30多名镇村干部进

行廉政谈话，引导他们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
力观、利益观，与10个镇直
站所办和 10 个行政村“两
委”干部签订《廉政承诺书》
40 份。对 108 名镇直机关
党员和村“两委”负责人集
中进行了两场党规党纪教
育培训。 （孙鹤 王玉君）

拉拉河镇：

加强党性党纪教育

近日，图们市新华街
道新兴社区妇联会同辖
区“五老”人员开展了“关
爱有你，情暖童心”送温
暖活动，为本辖区 20 名
贫 困 家 庭 儿 童 赠 送 了
2180 元慰问金及儿童课
外读物。
许春燕 记者 侯春强 /

摄

6 月 4 日，伊通联社利
用班后时间举办了2020年
文明规范服务培训班，培
训时间内，全程全员戴口
罩，间隔座位，分散参训人
员，采取线上、线下分开培
训的方式，确保培训效果。

培训开班由联社分管
主任对 1-5 月份全辖文明
规范服务工作进行了总
结，并针对下乡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通

报。服务内训师重点对晨
会流程、网点环境管理、投
诉处理技巧等进行讲解，
理论结合实际，融会贯通，
接地气、易对标、好执行。
培训过程中，穿插互动分
享、电子银行产品一句话
营销、聚合支付绑定下载
演练等，培训现场氛围生
动热烈，营销实操性强，达
到了预期培训效果。

（汤威）

伊通联社：
举办2020年文明规范服务培训班

“我是大布苏镇叔字
村一名普通的村民，今年
82 岁了，儿女都在外地务
工，只有老两口相依为命，
身体还不好，对生活失去
了希望和信心。自从去年
我们村来了个郭万刚书
记，不但我们村的村容村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且全体村民的整体
素质也大大提高。有一次
我病了，郭万刚听说后，马

上开车拉我去县医院看
病。发现我看病钱没带
够，郭书记二话没说，从兜
里拿出 500 元钱给我交了
医药费。之后还多次去看
我，让我对生活又重新有
了希望。”

这封近 600 字的表扬
信出自乾安县大布苏镇叔
字村村民吕红珍之手，情
真意切，感人至深。大娘
拉着记者的手一个劲夸郭

书记，记者决定去村里看
个究竟。

村民一听说是来了解
郭万刚的，话匣子就开打
了。“自从郭万刚担任叔字
村党支部书记后，修围墙、
安大门、栽树木、改厕所、
机井上电、安装有线，村里
真是大变样！”“郭书记想
尽办法努力为村民谋福
祉 ，让 我 们 生 活 越 来 越
好。”“他这个人务实担当、

勇于作为，我们是真心喜
欢他。”吕红珍激动地说：

“在郭书记的带领和关心
下，我这八旬老人，就像老
树发了新芽一样，对生活
充满了热情。”

对于村民们的夸奖，
郭万刚本人却觉得这都是
他应该做的。“我作为村党
支部书记，就是要为叔字
村的村民服好务。”郭万刚
告诉记者，身为村党支部

书记，就要以身作则带好
头，把全村拧成一股绳，让
叔字村发展起来。只要村
民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自
己辛苦又算什么呢。

郭万刚时时处处以事
服人、以理服人、以情感
人，一心扑在工作上，心系
群众，起早贪晚，不辞辛
劳，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在郭万刚的感召下，
村民的素质提高了，行动

力和凝聚力也加强了，听
说村里号召村民搞环境整
治，大家不仅自觉地把自
家房前屋后的垃圾清理
好，还都自发到街上清理。

说 到 下 步 的 工 作 打
算，郭万刚说，村里还要修
排水沟、安装路灯，进一步
发展庭院经济，继续加大
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壮大
组织队伍，上下联动谋发
展，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一封表扬信的背后
——记叔字村党支部书记郭万刚

□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方向辉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6月5日，吉林省自然资
源管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东北
师范大学启动。

省自然资源管理研究院是
由省自然资源厅和东北师范大
学联合建立的科研机构。研究
院的成立掀开了省自然资源厅
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性战略合
作的新篇章，双方将本着“优势
互补、互惠双赢、扩大合作、共
同发展”原则，开展多个方面、
不同层次的深入合作，联手打
造吉林省一流的高端智库。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徐
海阳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对省

自然资源厅率先开辟省级自
然资源管理决策智库创新之
路，充分发挥区域人才优势，
联合高等院校建立自然资源
研究机构，通过高质量研究支
撑自然资源管理的前瞻性、战
略性工作思考和创新性举措
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表示，东
北师范大学将不遗余力提供
人才资源，创新驱动机制，保
障仪器设备支撑，确保吉林省
自然资源研究院健康发展，创
出“政府+高校”共赢的省级智
库品牌，为吉林省自然资源管
理贡献才智。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张玉

广强调，东北师范大学是东北
地区乃至国内一流的科研单
位，在自然资源领域拥有很多
位优秀的专家学者，并且有地
理科学学院、大数据研究院等
与自然资源管理高度相关的学
术研究机构。在土地、森林、草
原、湿地等自然资源的调查监
测与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
与用途管制、耕地保护、生态修
复、遥感测绘、地理信息管理、
土壤修复和土地整理、防灾减
灾等多个领域具有丰富的人才
资源和坚实的科研基础，可为
我省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提供有
力的智力支撑。

吉林省自然资源管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启动

中胜村：

手机直播话扶贫
东丰县黄河镇中胜村

党支部开展手机直播话扶
贫活动，深受村民欢迎。

中胜村党支部书记付
春红考虑到村中贫困户多
为老人，年龄大且行动不
便，经常集中宣讲党的扶贫
政策多有不便，经过支委会
讨论研究，决定将“话扶贫”

活动以手机直播的形式面
向所有贫困户及普通农户
宣讲。普通党员和村民志
愿者也积极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的贫困户和其他农户，主动
入户帮助“看直播”。直播
最高峰时，观看人数达200
多人。 （解健飞）

（上接08版）全区各类鹿产品加工企业50余家，
鹿产品经销户1320家，交易额实现42亿元，年
出口创汇 600 万美元，人均养鹿收入同比增长
20%，鹿业收入占全区牧业总收入的65%左右。
仅鹿乡镇鹿产品经销户就达到670余户，网络电
商从业者超过2000人，鹿业市场年客流量超百
万人次，鹿茸年吞吐量达到450吨，鹿副产品年
吞吐量达到6500多吨，交易总额达到35亿元。
双阳鹿茸总产、单产、鹿茸优质品质率和创汇率
始终稳居全国各养鹿县（区）之首，鹿产品价格
已经成为全国鹿业市场走向的“晴雨表”。

鹿业兴则乡村兴。下步，双阳区将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以加速三产融合发展为
抓手，以冲击国家级鹿业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目
标，充分放大梅花鹿存栏数量多、产业链条长、
市场份额高、融合能力强、利润空间广、发展前
景好“六大优势”，不断强化标准化养殖、系列化
研发、品牌化打造、产业化发展“四化思维”，紧
紧抓住养、研、产、销等“四个环节”，着力打造全
国最大的梅花鹿标准化养殖基地、国内最先进
的鹿产品加工（研发）基地、世界最全的鹿及鹿
产品集散基地、中国最活跃的鹿文化传承传播
基地“四大基地”，通过鹿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
村全方位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