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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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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沈洋镇不

断发展壮大榨油厂和黑

豆深加工产业，带动贫困户

脱贫致富。图为笨榨豆油

生产车间。

寇孟伟/摄

脱贫攻坚决战之年遭遇疫情影
响，扶余市委、市政府在思想上“绷紧
弦”，在行动上“拉满弓”，促造血、稳
就业，守护脱贫成果，奋力答好脱贫
攻坚的“收官之卷”。

连日来，扶余市各级包保单位分
别深入到贫困户家中，与贫困户同住
屋檐下，同吃亲情饭，同干农家活。
通过面对面与贫困户交流，唠家常、
讲政策、听意见、干农事，了解现状，
发现问题，共谋脱贫致富路。作为
脱贫攻坚工作的“顶梁柱”，扶余市
各级干部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精准
施策，层层压实领导责任、行业责
任、属地责任感和社会责任，落实好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形
成“三级书记”一起抓的上下联动工

作格局。与此同时，全市 425 名副
科级以上干部和 239 名乡镇站所
长、部门科长，全部沉入一线，采取

“一人一措、一户一策”“菜单式”精准
帮扶，确保664户1248名未脱贫群众
应帮尽帮、应扶尽扶。

在陶赖昭镇西三家子村，自来水
工程有序进行，入户管道基本完工，6
月初开始供水，困扰群众多年的饮水
安全问题即将解决。该村把每周五
确定为扶贫集中走访日，驻村干部、
爱心企业深入贫困户家中走访，送去
日常生活用品，主动联系医生为贫困
户诊疗，提供并帮助种植经济苗木，
宣讲扶贫政策，贫困户满意度日益提
高。

不仅这个村，全市各地贫困群众

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工程每日调度，
数字实时变化，刷新着民生工程的进
展和记录。随着农村贫困人口“两不
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问
题基本解决，包保干部们全力围绕

“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下功夫，
加大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的扶持力
度，拓宽增收渠道，完善基本公共
服务，解除贫困群众后顾之忧。在
扶余市，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
就业，鼓励企业更多招用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人员，通过扶贫协作“点
对点”帮助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返
岗，多措并举让贫困劳动力端稳就
业“饭碗”。目前，全市有 106 个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被有针对性
地安置到卫生员、河道保洁员、护

林员等公益扶贫岗位，增加了贫困
户的工资性收入。

产业扶贫是决战脱贫攻坚、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巩固长期
脱贫成果的根本举措。扶余市充分
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
作用，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
协同发力，构建多维扶贫的大格局。
针对今年落实的9个产业项目，该市
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扶贫产业，加大
扶持力度，发展壮大扶贫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扶贫基地等带
贫主体，提高带贫覆盖面和带贫能
力。扶余工业集中区包保五家站镇
东南村，合理谋划实施了以托管寄养
大鹅助力全村脱贫的产业项目。集
中区出资约 3.3 万元购置 3300 只鹅

雏，全覆盖该村 33 户贫困户，每户
100 只鹅雏寄养在镇里大型养鹅户
家。待幼鹅长成售卖后，每只鹅雏可
分得25至30元效益，每户每年分红
收益在2500至3000元。第二年每户
再预留 1000 元于养鹅户内继续入
股，如此循环帮扶。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铿锵有力的话
语、掷地有声的承诺，言犹在耳，新生
活“赶考”的全新征程就在脚下。在
这张脱贫攻坚的答卷上，扶余市不仅
要书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同志履职
尽责、不辱使命的工作日志，也要依
靠广大群众参与脱贫的内生动力，基
于全社会脱贫攻坚的合力，奏响脱贫
攻坚的最强音。

奋力答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卷”
□ 高文华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张艳清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免耕播种、秸秆覆盖还
田、秸秆归行条带旋耕、深翻
深松……这些保护性耕作技
术的推广应用，不仅使农民减
轻了劳动强度，还产生了保墒蓄
水、提高出苗质量的效果，受到
梅河口市广大农民的欢迎。

农业机械是先进的生产工
具，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基
础，也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的关键要素。秉持这一
理念，梅河口市农机部门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下大力气抓好农机
新产品、新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使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
攀升。截至 2019 年 12 月，全市
拖拉机发展到2.4万台、收割机
2642 台，其它机具 5 万台套，农
机总动力达到 68 万千瓦，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攀升
至87%。

今年，该市把保护性耕作技
术作为重点推广项目，结合当地
实际制定了“2020 年保护性耕
作实施方案”，计划实施保护性
耕作面积3万亩。入春以来，市
农机部门组织基层农机工作站

人员走村串屯，广泛宣传保护性
耕作补贴发放政策，讲解免耕播
种等保护性耕作的保墒蓄水、
提高作物出苗质量等好处，引
导新型农机经营主体、专业种
植大户和农民采用这项技术播
种玉米。

在市农机部门的组织和指
导下，双兴镇春蕾家庭农场、鸿
达家庭农场和庆裕粮食生产合
作社率先行动，利用7台免耕播
种机完成了4000余亩玉米保护
性耕作作业，出苗率达到预期目
标，现在，玉米苗已经长高到了
10 厘米左右。近日，农机部门
牵头组织双兴镇农科站、财政所
人员成立玉米保护性耕作项目
核验小组。几天来，核验小组成
员奔走在福兴村各组玉米地块，
进行测量、记录、拍照，为发放保
护性耕作补贴做好基础性工作。

据了解，进入 6 月以来，梅
河口市各乡镇农机工作站已全
面开展玉米机械化保护性耕作
面积核验工作，随后，将对符合
标准条件的作业面积进行公示，
并向作业主体兑付保护性耕作
补贴。

免耕种玉米 节本又增效

梅河口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显实效

本报讯 刘巍 报道 自3月19日至5月
末，全省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了打击制售假
劣农资犯罪专项行动，目前顺利收官。行
动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广辟线索来源，强化
破案攻坚，密切执法协作，累计查处制售假
劣农资案件1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6人，
查扣37个品种假劣种子合计15吨、假劣化
肥523吨，捣毁制假窝点24处，涉案金额达
150余万元，有力护航了春耕生产。

专项行动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按照省
公安厅部署，紧盯种子、农药、化肥、农机具
等重点农资领域犯罪，打源头、端窝点、摧
网络、断链条、追流向，全环节、全要素、全
链条侦办案件。各级公安机关坚持打击违
法犯罪和保障农民权益并重，不断加大涉
案财物追缴力度，千方百计为受害农民挽

回经济损失。
同时，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和“一村

一警”工程优势，积极会同农业农村、市场
监管等部门共商整治对策，开展多轮次监
控巡查和联合执法检查行动，累计走访重
点乡镇、村屯3117次，检查农贸市场、集市
等1124次，检查农资商店2414次。

此外，各地公安机关还组织民警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法律知识宣传，不断提
升群众防范农资犯罪意识，并
结合实际案例向农资批
发、经营门店、乡镇游商
等从业者普及法律知
识，切实规范农资生产
企业、销售市场的经营
秩序。

护航春耕生产保障农民权益
全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

一“鹿”高歌向远方
——双阳区第三届采茸节侧记

□ 本报记者 石巍 徐文君 孔香梅

春发毛桃茄色萌，夏长二杠血充
盈。六月是采集鹿茸的最好时节。

6月5日，节气芒种。凌晨，长春
市双阳区第三届鹿乡采茸文化节
暨百年大集年度开集仪式在主会
场——鹿乡百年大集鸣铃开市。

本次活动设主、分两个会场。分
会场进行采茸和祈福仪式，以萨满的
神秘展现“魅力鹿乡”笑迎八方来客
的胸怀，祈福鹿乡繁荣昌盛、鹿业欣
欣向荣；主会场则包含了百年大集鸣
铃开市、代表宣誓、最萌鹿宝颁奖仪
式、头茸拍卖以及网络销售达人竞技
比拼等环节，现场活动多样、亮点纷
呈。

这次盛会以“接续百年大集、传
承鹿韵文化”为主题，弘扬采茸工艺、
加强文化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养鹿、
爱鹿、敬鹿”的鹿乡文化。同时，大力
推进线上线下鹿副产品交易，真正把
鹿乡打造成全国鹿副产品交易的首
选地，办成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

吊圈采茸是古老的采茸程序，在
梅花鹿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后已逐渐
消失。当天的仪式现场还原了200年
前鹿农们采用的这种采茸法，采下了

重量为2.524千克的头茸。在分会场
的采茸仪式上，鹿场的主人郑重地将
采收下来的鲜茸放在托盘上，由萨满
带着鲜茸进行系列祈福仪式。古时
人们在采茸的时候会举行祈福仪式，
希望通过祈福来传承和发扬鹿文化，
为家乡带来繁荣和兴旺。

双阳区有着悠久的养鹿历史，距
今已有300多年，是国务院命名的“中
国梅花鹿之乡”。历经多年发展，双
阳区正逐步成为全国驯养梅花鹿的
种源中心、生产中心、加工中心和交
易中心，先后获得“国家种鹿基地”

“国家级鹿业贸工农一体化试点单
位”“吉林省特种经济动物振兴工程
鹿产业基地”“全国梅花鹿养殖综合
标准化示范区”等荣誉，梅花鹿产业
已成为双阳区的特色主导产业和扩
大对外影响的“金名片”。特别是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大健
康、大融合时代的到来，作为“东北三
宝”之一的梅花鹿，其发展基础牢、产
业链条长、融合能力强、带富作用好
的特点已充分显现，完全能够打造成
千亿级的产业航母，必将成为双阳、
长春乃至吉林振兴发展、全面复苏的

撬动点和催化剂。
双阳梅花鹿育种项目于 1987 年

列入国家农业科技星火计划，1990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双阳型梅
花鹿以其鹿茸优质高产、遗传性稳
定、耐粗饲、适应性强、繁殖成活率高
等性状，在国内外一直享有盛誉。制
定出台了全国惟一的梅花鹿标准化
养殖规范性文件《梅花鹿系列吉林省
地方标准》，为当地乃至全国梅花鹿
标准化养殖提供了规范性指导。建
立了吉林省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积极推广了标准化养殖技术，重
点开展了标准化小区创建工作，被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确定为“吉林省梅花
鹿养殖标准化示范区”，被国家标准
化委员会确定为“国家梅花鹿养殖综
合标准化示范区”。截至2019年末，
全区梅花鹿发展到28万只，养殖量占
全国 30%，占全省 50%。养鹿户发展
到 1.3 万户，梅花鹿规模养殖专业合
作社11家，鹿业养殖小区62个，中小
型鹿场1400个，梅花鹿标准化养殖程
度达60%以上。其中，仅鹿乡镇梅花
鹿就发展到14万只，占双阳区的一半
以上。 （下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