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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白山市江
源区湾沟镇胜利社区居民
代表佟胜琴等人将一面印
有“为民办事关怀备至、为
民解忧情深似海”的锦旗送
到了湾沟镇党委书记梅明
波和镇长朱振龙的手中，
代表们激动地说：“感谢
湾沟镇党委和政府体恤民
情，为我们胜利社区 53 号
楼的全体居民解决了大难
题！”

事情是这样的，湾沟镇
胜利社区53号楼下水管道
年久失修，常年堵塞脏水外
流，给百姓的生活起居带来
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此楼没
有物业管理公司，部分业主
之间存在联系不够、意见不
统一等问题，所以业主委员
会和维修工程队始终达不
成一致协议。“瘫痪”的下水
道成了53号楼全体居民无

法逃避也无法解决的难题。
得知情况后，湾沟镇党

委、镇政府立即将此问题提
上工作日程，积极调研走
访，真正将“大调研”脚踏实
地接地气，让调研成果转化
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
经过与胜利社区居民积极
协调、主动沟通，多方联系
施工企业协商解决方案。
53号楼居民有108户，常住
84 户，共筹集 2.52 万元。
社区帮助召开业主委员会
专题讨论解决方案5次，帮
助业主委员会入户劝导居
民17人10次。镇领导实地
查看调研 11 次，帮助联系
区法院进行法律援助3次，
帮助居民委员会协调施工
企业5次。在镇党委、镇政
府的努力下，一直困扰着胜
利社区53号楼居民的下水
道问题圆满解决。

“瘫痪”下水道修好了
□ 邹巍 姜涛 本报记者 郭小宇

11 月 20 日，大安市大
赉乡兴华村贫困户姜艳华
一边数着刚刚卖完出栏肉
鸡的钱，一边笑呵呵地对
市慧阳街驻村扶贫第一书
记孟繁书说：“真是没少卖
钱，真是太感谢你了，这几
年要不是你帮着张罗，好
日子是没啥指望了。”

姜艳华今年60岁，2012
年前患上了肾盂癌，治病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不说，
还拉下了不少饥荒。孟繁
书驻村扶贫后，一直想办
法帮助她增加收入，树立
脱贫的信心。孟繁书通过
多次实地走访，发现姜艳
华家庭院宽敞，发展“短、
平、快”的养鸡致富项目是
个好路子。养殖鸡出栏时
间短不说，她自家种植的

玉米还能用做饲料，姜艳
华的身体条件也能够承受
养殖的劳动强度。为此，
孟繁书帮她确定了脱贫方
案。说干就干，2019 年 5
月，在孟繁书的帮助下，姜
艳华试着在自家庭院里养
殖了100只鸡，由于是第一
次养鸡，也没什么经验，在
养鸡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
难题，有困难就克服，有问
题就解决，从卖出第一只
鸡开始，她知道，家里的好
日子马上要来了。

尝到养鸡的甜头后，姜
艳华想扩建鸡棚，扩大养
殖规模。可扩大规模养殖
得花不少钱，建鸡棚、买鸡
苗、打疫苗……掰开指头
一算，总投入需要好几万
元，这让她犯了愁。了解

到姜艳华的困难后，2020
年，孟繁书帮助她申请了3
万元小额贷款，在原来基
础上扩大了养殖规模，小
鸡 出 栏 后 ，孟 繁 书 又 忙
着 为 姜 艳 华 寻 求 销 路 。
他 通 过 发 朋 友 圈 促 销 、
发 动 同 事 亲 属 购 买 ，把
孟艳华家养殖的 300 只鸡
全部销售一空，盈利2万余
元。

“脱贫不能等靠要，人
只要精神不倒，再难过的
日子都能熬出头。”说起自
己的庭院养殖，姜艳华露
出幸福的笑容，连连感慨
党好、政府好、帮扶干部
好。“想扩大规模，喂更多
的鸡，赚更多的钱！”谈到
下一步的打算，姜艳华信
心满满。

养鸡“啄”开致富门
□ 慧宣 本报记者 侯春强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
马场村党总支书记兼村主任
李华靓，与妻子李金凤结婚
以来，相濡以沫、孝敬长辈、
育子有方、乐于助人，是远近
闻名的幸福美满家庭。在这
样的和谐家庭里，李华靓在
生活和工作上有了突出的
成绩，先后获得“全国文明
家庭”“吉林好人标兵”等荣
誉称号，并先后被选为省市
党代会代表、党的十九大代
表。

言传身教树家风

李华靓的爷爷李方庭是
抗美援朝退伍老兵，总是教
导李华靓要听党话、跟党走，
要珍惜美好的幸福生活。在
爷爷的言传身教下，李华靓
也形成了不怕吃苦、积极向
上、勇往直前的拼劲。2000

年，与李金凤结婚后，两人相
亲相爱，相互支持。2007年，
在党组织的推荐下，李华靓
成为省委组织部“一村一名
大学生”项目学员，经过3年
的刻苦学习，李华靓练就了
一身过硬的致富本领。

在这三年里，爱人李金
凤一直在家默默地照顾公
婆，抚养两个女儿，家里家外
操持得有条不紊，她既是家
中的贤内助，更是李华靓努
力工作的坚强后盾。

敢于创新闯新路

2013 年，李华靓成为马
场村党总支书记，怎样带领
老百姓致富，共同奔小康，是
李华靓的目标，也是他们一
家人的愿望。

李华靓带领村民创办了
奢岭街道第一家合作社——

晟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了
解决马场村水田面积多、劳
动强度大、农民收益低的难
题，他组织创办了农机作业
队，购置拖拉机、收割机等大
型水田作业机械 20 余台套，
采取统一选取种子、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机械化作业、统
一销售的模式，极大地减少
了劳动成本，提高了水稻品
质，实现了增产增收。

2018年，他创办“电商创
业扶贫超市”，帮助60余家企
业线上线下销售农特产品
300 余种，销售额达500 余万
元，年度安排农村剩余劳动
力 300 余人，帮助贫困户 37
户 64 人脱贫致富，并充分利
用各乡镇人力资源保障平
台，三年来共培训以电商为
主的新型职业农民 1500 余
人。

携手并进敬桑梓

李华靓事业有成，李金
凤也不甘落后。

2016 年 1 月成立的吉林
省晟华农村电商创业园，是
双阳区第一家以服务“三农”
为主导的农村电子商务创业
园。这家电商创业服务园由
李金凤亲自打造，她充分利
用妇女干部力量，成立了电
商创业园妇委会，并且建立
了一套完善的网 上 妇 委 会
体 系 ，实 时 更 新 有 利 于 妇
女 就 业 创 业 的 一 系 列 信
息，并且集中妇女力量，定
期 开 展 妇 女 电 商 培 训 ，邀
请相关老师免费为大家讲
解 电 商 知 识 ，切 实 带 动 广
大 妇 女 通 过 发 展 电 商 企
业，将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实现小康。

夫妻共筑爱的港湾
——记全国文明家庭李华靓家庭

□ 本报记者 郭小宇

镇赉县黑鱼泡镇按照
县委、县政府“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全达标”总体思
路，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贯彻“六个精准”“四个不
摘”要求，下足绣花功夫，扎
实开展工作，截至 2019 年
底，1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镇党委坚决扛起脱贫

攻坚主体责任，成立党政正
职任双组长的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通过召开党委会
议、政府专题会议、领导小
组会议，及时研究部署全镇
扶贫工作；镇党委、镇政府
同包村干部、村党组织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签订责任
状，压实具体工作责任；制

发文件，构建精准扶贫工作
机制和制度体系；加强扶贫
领域作风建设，加大扶贫项
目资金管理力度，约谈工
作不力镇村干部、驻村干
部 2 人次；党政正职认真
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
头走访贫困对象，现场解
决实际问题。 （周阳）

黑鱼泡镇脱贫攻坚工作力度大

全国职业院校“传承

的力量”微视频大赛吉林

省分赛获奖结果于近日

揭晓，白城医高专取得一

等奖1名、二等奖8名、三

等奖10名的好成绩,学校

被评为优胜单位。由医

学技术学院李妍老师指

导的作品《追光者》荣获

一等奖后参加国赛决赛，

荣获国赛决赛二等奖。

陈宝林/摄

主动作为 科学谋划

梨树全力推进就业劳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谭 晓 峰

张可 王庆吉 贾志明
报道 梨树县人社局
紧紧围绕就业主线，
主动作为，科学谋划，
统筹推进，坚决做到
任务不变、指标不减、
标准不降，全力写好
发展大文章。

建设劳务基地。
着重建设两个层面的
基地，在 5 个乡镇建
设 5 个 劳 务 输 出 基
地，在 6 个外地企业
建设 6 个劳务输入基地。及
时加强输入地和输出地在信
息、权益和待遇等方面的沟通
和联系，确保县内劳动力能够
送出去、留得住、有效益。充
分发挥品牌效应在促进劳动
力转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
输入人员集中、工种稳定、成
效明显的企业重点打造了劳
务品牌，并以此为龙头，带动
全县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高质
量发展。

搭建稳定平台。及时加
强输入地和输出地在信息、权
益和待遇等方面的沟通和联
系，确保县内劳动力能够送出
去、留得住、有效益。充分发
挥品牌效应在促进劳动力转

移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输入
人员集中、工种稳定、成效明
显的企业重点打造劳务品牌，
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县劳动
力转移就业的高质量发展。
积极指导组建劳务输出联盟、
返乡创业联盟和梨树县网络
贸易商业协会，并以此为平台
和载体，充分发挥集聚作用，
形成“抱团取暖”的良性运行
发展模式，推动全县就业工作
科学化、规模化、效益化发展。

强化网络管理。充分发
挥每个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服务站的功能和作用，及时
做好全县劳动力资源的统计、
分析和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全
县劳动力转移的窗口和终端。

加强队伍建设。
在全县 309 个村的协
理员中引入优留劣汰
的竞争机制，把年富
力强、业务熟练、业绩
突出的人员充实到协
理 员 队 伍 中 来 。 同
时，大力加强农村劳
务经纪人队伍建设，
织密、织紧、织牢服务
网络，为劳动力转移
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整合机构资源。以创
业联盟为主体，以人

力资源机构为主导，积极构建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竞相发
展的就业创业服务新格局。

实现收益高效。以提高
转移劳动力经济收入、维护权
益保障为根本，逐步完善就业
服务体系，形成就业信息发
布、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
咨询的社会化、规范化服务体
系，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今
年以来，共转移劳动力就业
14.5万人，实现劳务经济收入
15亿元。同时，鼓励在外地经
商务工的转移劳动力，陆续带
着项目、资金和技术返回家乡
创业，实现了从“输出一人，致
富一家”的加法，向“一人创
业，带动一方”的乘法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