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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辣椒之

乡”集散地洮南市

培育的辣椒苗近

日已从大棚移出，

运往各地。图为

洮府街道福胜村

农民正在大棚分

装辣椒苗。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赵剑锋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成立服务中心、建立乡
镇服务站、设立村级服务点……
梅河口市连续打出“组合拳”，全
力推进农村产权线上交易，着力
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
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线上”
挂牌698宗，挂牌金额671万元，
成 交 531 宗 ，成 交 金 额 500 万
元。通过公开竞价，流转溢价率
10.58％，增值成效初步显现。

建立完善农村产权交易体
系，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力。基于这一理念，梅河口市结
合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积
极 推 进 农 村 产 权 交 易 工 作 。
2021 年 11 月专门召开会议，部
署落实农村产权交易工作。依
托市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成
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建
立乡镇服务站 24 个、村级服务
点 303 个，构建起省、市、乡、村
统一联网、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市场体系，推动农村产
权交易从“线下”走到“线上”。
当年 12 月，首笔农村集体资产
流转项目成功登陆吉林省农村
产权交易市场，并在线上进行挂
牌交易。目前，全市农村集体产
权流转实现了线上交易全覆盖。

为了使农村产权交易工作
更加顺畅，该市将农村产权“不
见面”交易作为创新农村“三资”
管理的重要举措，列入年度目标
考核；邀请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专家进行业务培训，现场观摩线
上交易操作流程，确保农村产权
线上交易不脱节不掉队；强化督
导检查，领导逢会必讲，每月通
报一次线上交易进展情况，想方设法调动后进乡
镇的积极性。

据了解，开展农村产权线上交易，能够提高
农村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增加了村集体和
农民收入。该市农经部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积极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农村建设项目
招标、货物和服务采购等公开交易，规范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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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伟 报道 近日，
我省印发《2022 年全省乡村建
设行动“千村示范”创建工作方
案》，方案提出2022年要继续坚
持“九有六无”创建标准，着力打
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示范村
1000 个以上，其中重点边境村
119 个、脱贫村 295 个的工作目
标。

巩固 2021 年示范创建成
果。建立省市县三级验收机
制。对照“九有六无”标准，各地
要在省级“千村示范”创建抽查
验收前，视疫情防控形势适时组
织一次自查核查“回头看”，县级
自查全覆盖，市级复验比例不低
于 50%。省级计划在 2022 年 6
月底，按照10%的比例进行抽查
验收，达不到标准的一律不予通
过并在全省通报。

建立常态化督导暗访机
制。对 2021 年度创建的示范
村，采取暗访、回访等方式加强

“事后”监管，县级注重日常巡
检，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市

级采取成立工作专班、组织县
（市、区）交叉互检等方式，不定
期对“千村示范”创建成果进行
检查；省级将从2022年开始，对
以往年度创建村不定期进行督
导暗访，发现重大问题或明显反
弹的，给予摘牌处理并在全省通
报。

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做到
“四有”：有制度，进一步健全完
善基础设施、公共环境等管护制
度；有队伍，建立相对固定且与
工作量相匹配的工作人员队伍
建设机制；有投入，县级建有常
态化投入保障机制；有监督，充
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等群体及社会志愿力量作用，监
督并维护巩固创建成果。

滚动实施2022年示范创建
工作。突出村庄规划。探索以
乡镇、重要片区为单元的村庄规
划编制模式，因地制宜编制“多
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杜绝
短期创建行为，实现创建村规划
编制全覆盖，并将报批后的村庄

规划数据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

突出整体布局。继续坚持
以省会城市、市县城区周边及重
点镇为中心，以国省干线公路、
人口密度大、经济发展活跃等区
域为辐射，对接“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以点串线、连线成
片打造引领示范带、示范片区，
注重凸显连点成线创建效果。

突出农民主体。紧紧围绕
激发农民参与示范创建内生动
力，在创建村全覆盖开展“干净
人家”评选活动，全覆盖建立“道
德银行”“爱心超市”，全覆盖建
立“十户一组”网格化管理机制，
全覆盖发挥农村文化大院、农家
书屋和科技小院载体作用，着力
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
民自觉参与示范创建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持续集聚示范创建合力。
开展“示范创建+”活动。集聚
发展改革、司法行政、卫生健康、
住房城乡建设、科技、水利、生态

环保、林业草原、畜牧、农科院等
省直有关部门合力，在“千村示
范”创建村中打造一批具有单项
或多项行业领域重点工作引领
的示范村。各级乡村振兴部门
要加强同妇联、团委、工会、科协
等群团组织以及志愿帮扶等社
会力量的沟通协调，有效调动社
会力量参与，让更多资源向创建
村集聚，不断提升创建工作社会
参与度。

做好示范创建结合文章。
充分结合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
试点村、宜居农房改造试点村等
试点建设行动，集中力量、集聚
资源、集成政策，推进共同创建；
注重将“千村示范”创建与乡村
建设行动、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
效行动、“十大产业集群”发展和

“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
工程等有机结合，构建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将创建村
打造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承载
地。

我省将打造1000个以上乡村示范村

本报讯 冯超 报道 时下正
值水稻插秧的季节，为了推广“抛
秧”技术，近日，扶余市举办2022
年水稻机抛秧技术推广现场会，
农机技术员现场向农民讲解了

“抛秧机”的工作方式，受到农民
极大关注。

在扶余市弓棚子镇腾家店
村，扶余市格森农 机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现 场 向 前 来 观
摩 的 农 户 讲 解 抛 秧 机 的 性 能
和操作方法，农户不时用手机
记录着。在现场农民看到，抛

秧机能根据不同的田间环境，
设置合理的株距，使秧苗数量
和 种 植 密 度 比 机 插 秧 和 手 抛
秧 更 合 理 ，有 效 促 进 水 稻 生
长 。 水 稻 种 植 户 在 观 看 机 抛
秧现场作业的同时，认真学习
技术要点。

弓棚子镇滕家店裴艳辉家庭
农场购置了一台抛秧机，看着机
器在田间作业，农场负责人王慧
玲高兴地说：“以前我们只会用手
抛，有了这台‘好帮手’，既省工又
省力，效果也好，明年还要再买一

到两台。”
水稻抛秧栽植具有无缓苗

期、入泥浅、返青快等明显优势，
而且后期光合作用效率高，能抢
得有效的农时，还能有效避免倒
春寒带来的危害，对实现水稻种
植机械化、专业化、规模化和降
本增效具有重要意义。弓棚子
镇副镇长闫小辉参观后说：“我
镇 水 稻 种 植 面 积 有 2000 多 公
顷，将逐步引导农户学习应用
机械抛秧新技术，实现增产增
收。”

扶余：“抛秧”新能手助力水稻种植

本报讯 张国威 报道 五月中
旬，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金江花海
的田间地头一片忙碌的景象，金江
花海已经开始花苗移栽工作，期待
六月花海开园时美景如画。

在金江花海园区一侧，五颜六
色的郁金香开得正艳，粉里透红的
芝樱花随风摇曳，而在351亩主景
区的花卉田里，工人已经扣好地
膜，将大棚里培育好的花苗搬运至
花田内。在移栽前，金厂镇聘请专
业人员进行花海整体设计，工人们
将按照设计图进行分区分品种的
移栽。

金江花海施工负责人徐树清
介绍说：“我们从四月初开始收拾
地，从五月初开始扣地膜。眼下前
期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无霜期
过了以后，就开始往地里移植栽
花，预计六月份对外开放。现在，
每天有60多名附近的农民在这里
工作。”

位于金厂镇夹皮沟村江沿五
组的金江花海，通过村企合作经营
模式已走过了第9个年头。今年，
金江花海利用 7 个温室大棚培育
110万株各色花苗。由于近期气温
偏低，技术工人采取措施，加强对

温室花苗的保温，注意适时通风，
强化花苗的耐寒性。

金江花海花卉繁育技术员宋
君珠介绍说：“今年从花苗的长势
上看还可以，不过还是要注意防范
低温寒冷天气。这期间就要加强
大棚的管理，大棚顶上有棉被，冷
的时候还要加草帘防寒，天热的时
候再把草帘打开，要在大棚顶上留
风口，栽之前大量的通风让花苗感
受外界的温度。”

今年，金江花海培育了孔雀
草、牵牛花、步步高、地瓜花、串红、
波斯菊等十多个品种，移栽时花
苗大多含苞待放，预计5月下旬即
可迎来盛放期，金江花海的花期
可从 6 月份持续到 10 月份，每年
种植鲜花的品种、数量、花色搭配
不尽相同，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感
受。

如今大面积种植花卉，开发乡
村旅游项目，使花海周边农民能够
得到土地流转收益，还能到园区打
工赚钱，生活越来越好。花海景区
已逐步形成五彩花田、儿童乐园、
果蔬采摘、婚礼庆典、民宿小镇、特
色餐饮等多个功能区域，年接待游
客在15万人次以上。

金江花海待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