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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图们市新华街道新

民社区与新华边境派出所联

合开展“奋斗百年路、启航新

征程”迎接建党 100 周年学党

史主题教育活动。图为党员

观看社区党史教育展览。

谷峰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韩双泽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
白山市浑江区委、区政府迅速响
应、精心部署，围绕“六个聚焦”，
盘活各类资源，丰富活动形式，引
导广大党员学好用好“党史”，提
升思想感悟，筑牢为民初心，努力
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不断推进，
持续发力。

聚焦统筹性，强化顶层设计

着力强化责任落实，及时部
署安排。召开全区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部署会议，深刻点明学习教
育的重要意义，明确强调主要措
施和各项任务，要求全区各级党
组织加强宣传引导，迅速掀起开
展学习“党史”的热潮。各单位各
部门迅速组织开展学习会议精神
传达部署，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围绕这条主线，积极筹划项目与
活动安排，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
育热潮，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
全区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及时“挂图作
战”。下发《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实

施工作方案》《“颂百年党史、强时
代新风”学习教育活动方案》等文
件，对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服务
民生等工作进行任务分解，强化
分类指导，明确责任分工，推动工
作有序进行。

设立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成立10个党史学习
教育巡回指导组，建立巡回指导
组工作群，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群，选派政治坚定能力强的领导
干部任职挂帅，按照职责要求，
有组织地指导开展工作，切实增
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聚焦规范性，强化指导培训

全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负责现阶
段活动推进各项事宜，组建微信
工作群进行详细讲解，由指导组
与所联系的单位进行对接指导，
确保工作不走弯路，严密规范。
同时，区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
导组也将突出指导重点，加强指
导，督促落实，坚持从实际出发，
加强分级分类指导。

在集中学习的基础上创新载

体，开展“图片说理”活动，完成制
作“浑江有理”62期，“浑江有礼”
71期，“浑江有力”13期，“历史上
的今天”12 期；收集整理理论文
章，向市委推荐“白山市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文章8
篇；中小学生在清明期间开展缅
怀烈士祭祀扫墓活动，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全区党员干
部利用休息日参加社区环境卫生
整治，践行爱党爱国爱家乡思想
理念等，多种学习形式寓教于学，
寓教于行。

聚焦氛围性，强化学习共识

聚焦党史主题，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拓展载体、丰富资
源，为党史教育学习“搭台”。在
浑江新闻、“浑江”微信公众号，以
及各级各类新媒体上开设党史学
习教育专栏，坚持把学习党史与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路
线方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相结合，每日坚持推送党史
故事、党史上的今天，以及全区各
镇街、各单位党史教育活动开展
情况等内容，使党史学习教育宣
传内容既带理论的“高精尖”，又

有生活“烟火气”。同时，积极在
主干道显著位置设立宣传条幅，
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宣传，进一步
提升全区党史学习教育的覆盖
面、宣传度和影响力。

聚焦资源性，强化红色阵地

浑江区把“党史学习教育+”
作为丰富学习载体，深化党史学
习教育效果的拓展平台，依托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党史
教育基地“七道江会议纪念馆”，
将党史融入其中，着力打造“党史
学习教育+红色旅游”新模式。在
教学宣讲上拓展。七道江会议纪
念馆计划采用拍摄网络视频、网
络直播等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思
想及红色文化精神更广泛的对
外展示，通过结合“七道江会议”
精神，整理出内容新颖、史实准
确、针对性强的宣讲课件，将爱
国主义教育普及工作带到馆外，
不断拓宽基地的职能范围。在
展馆完善上扩建。利用七道江
村老式铁匠铺危房进行改造，打
造党史、村史展馆，弘扬“七道江
会议”精神，强化党史教育阵地建
设。

浑江区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清明过后，气温回升，

正是水稻育苗的好时节。
供盘、铺土、精量播

种、洒水、覆土一气呵成，
磐石市烟筒山镇驿马鲜村
种植户邸君家一派繁忙的
生产景象。市农业技术工
作人员正在指导农民朋友
进行水稻育苗工作，精细
化的水稻育苗为全年农业
生产开了个好头。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
年春天冷暖气流活动剧
烈，气温变化大。为保障
春耕育苗的顺利进行，开
春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多
次组织我们深入田间地头
解决春耕生产的实际问
题，指导抢先水稻育苗的
农户做好增温护苗、通风
控温控湿等工作，抓好水
稻秧苗病虫害防治，育出
茁壮秧苗，适时开展水田
耙地、插秧，全方位落实水
稻防灾减灾措施，为夺取
全年水稻生产丰收打好基
础。”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高 级 农 艺 师 杨 锡 财 介
绍。

专家提醒农民在水稻
育苗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
点：一是要分期育苗，保证水稻的秧龄在
20-25 天。根据自家插秧时期选择适当的
时机育苗。二是育苗要注意播种量，机械插
秧的要保障120棵到150棵每盘播种量，以
免插秧中出现漏苗现象。三是插秧后要注
意加强秧田管理。今年磐石市水稻栽植面
积达 26 万亩，预计 4 月 15 日前后完成水稻
育苗工作。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为确保农业
生产开好局，磐石市强化政策宣传，认真组
织安排干部利用会议广播、微信群等形式宣
传春耕生产，提升群众积极性。同时，保障
物资供应，备足农业用品，满足生产需求。
组织农机人员开展技术指导，答疑解惑，实
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确保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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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开播啦！”
4月22日10时30分，

清脆的口号声响彻长春市
莲花山“绿之源生态大樱
桃基地”的温室大棚。谷
雨过后，串串大樱桃，藏
在枝杈树叶间，若隐若
现、娇艳欲滴……由百名
网络主播组成的快手长
春选品基地——直播平
台精准扶农“一树红颜专
场”开场。

年轻的女主播对着镜
头，边介绍边摘下熟透的
大樱桃放进嘴里：“超级好
吃！这个大樱桃，美味多
汁！”她转过头对身旁正
在摘果的工作人员赵军
说：“师傅，帮我装一箱，
一会儿下播带走！”一会
儿 功夫，赵军便接单近
100箱……

长春市绿之源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5 年，基地面积 96 公
顷，拥有绿色食品认证，主
营大樱桃、早黄桃、水蜜
桃、草莓等。现有27人组
成的技术团队，基地每天
用工达到五六十人，他们
都是当地的农民，每天工
作近 12 个小时，工资 120
元，一个月能挣3600元。

总经理崔连学介绍，
当地农民通过在绿之源基
地打工，生活状况得到改
善。有的农民开着轿车上
下班，幸福指数越来越
高。今年是基地产品走向
市场的第二年，产能只有
40%，还有 60%的递增空
间，目前产品主要是通过
线上销售，预计收入可达
400万元。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我们没有进行人工干预升
温。所以在去年发生冻害
天气时，工人连夜把棚内

地膜揭开释放地温，才保
住了这一棚棚的果树。那
晚，他们从半夜12点一直
干到第二天上午10点，这
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一树红颜’！ ”谈起去年
的冰冻天气对大棚樱桃造
成的影响时，销售总监房
亮感慨地说。

据了解，这次直播活
动“绿之源基地”别出心
裁，推出了“包树包果”的
卖树活动——网 民 可 以
通过承包一棵树一年的
产量送给亲朋好友，并
为该树命名，受到了网
民欢迎。“希望”、“你是
我 的 月 ”、“ 童 心 宝
宝 ”…… 记 者 将 离 开 温
室 大 棚 ，树 下 ，果 香 四
溢，一排排写满祝福、寓
意 丰 富 的 专 属 树 牌 ，透
着光亮，映照着果农美好
的明天。

樱桃园成了直播间
□ 本报记者 初慧

本报讯 刘静静 任泽滔 记
者 侯春强报道 北方的春天仍
透着几分寒意，大安市大赉乡
嫩江村刘伟的蔬菜大棚内却
春意盎然，绿油油的小菜生机
勃勃。刘伟正在农业技术指
导员的帮助下忙着称重、分装
客户订购的小白菜。

“多亏了他们帮忙，疫情防
控期间也没耽误我卖菜，年前
种的反季菜快卖完了！”刘伟
感激地说着，又指了指一池子
新菜说：“你们看，这是我卖完
白菜之后种的水萝卜，长得特
别好，过两天就可以蘸酱吃
了！”

2020 年秋季，刘伟在农业

技术指导员的帮助下，新建起
了2栋暖棚。在他的精心莳弄
下，第一茬小白菜长势喜人，
2021年春节期间，市场销售不
旺。了解情况后，农业技术指
导员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前提下，发动驻村工作队员，
通过微信群和单位代购等方
式帮忙推销，短短半个月时间
就卖出去1000斤时令蔬菜。

走进大安市良种繁育场的
果蔬采摘基地，却又是另一番
忙春耕的景象。因防疫工作
需求，工人分散作业在基地多
处大棚内，有的育苗、有的栽
秧、有的浇水……

“我们现在正在栽种香瓜，

预计4月下旬就能在市场上销
售，6亩地的香瓜预计能收入9
万元。”大安市良种繁育场负
责人信心满满地说着。

在大安市，大棚蔬菜已成
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
棚”。近年来，大安市始终将
发展棚膜产业作为农民致富
的一项重要举措，结合种植业
结构调整，引领农民转变生产
方式，在资金扶持、技术指导
等方面为农民做好服务，不仅
打开了农民的增收致富之门，
也成为农民的“绿色银行”。
2021年，大安市将列支1000万
元，支持新建标准化棚膜园区
2个和大棚500栋以上。

大安：温室大棚撑起“小康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