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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保护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梨树县双河乡在前期防汛排涝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通过“访、通、包”对境内排水
沟渠进行了全面排查修缮。

访。包村干部带领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寻访老
干部、老党员等村屯老人，实地踏查确认排水沟渠，在
前期畅通排涝沟渠的基础上，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恢
复农田水利网络。

通。在大力组织派出钩机作业的基础上，从细节
上抓好排涝工作，安排专人定期对全乡各处涵管进行
疏通，彻底打通排涝过程中的隐藏堵点。截至目前，
已完成村沟、路沟、田沟49万米。

包。为了保证各沟渠在本次作业后不被破坏，由
包村领导包保支沟，包村干部和村干部包保斗沟，社
干部和部分农民党员包保田间沟渠，创造沟沟有人
通、沟沟有人管、沟沟有人看的良好局面，加快建设

“渠相通、沟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农田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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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把“秸秆变
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
作为富民强县的头号工
程，牢牢抓在手上、扛在
肩上，强领导、优政策、
建机制、重技术，走出了

“小规模大群体”的农牧
循环发展道路，谱写出
了 富 民 强 县 的“ 牛 文
章”。

建机制 聚合力
担责于心，履责于

行 。 县 委 书 记 带 头
“谋”、乡镇党委书记带
头“推”、村党支部书记
和第一书记带头“养”，
构建了“四个书记”带头
抓养牛机制。建立了 35个县级
领导和19个县直部门包保乡镇、
152个乡镇干部包村、1032个村
干 部 包 社 包 户 的 包 保 推 动 机
制。将肉牛养殖任务纳入到干
部考核和行业评比，建立“赛牛”
机制，每半个月进行一次“赛
牛”，排名靠后的乡镇表态发言，
激励抓养牛积极性。上半年，全
县肉牛养殖达到 39.5万头；存栏
量达到 30.4万头；养殖户发展到
2.6万户，其中 50头以下的小规
模养殖户 2.1万户、饲养肉牛 22
头，占全县总量的 95%，形成了

“小规模大群体”的发展格局。
在政策推动、组织带动下，主体
参与养牛、传统养殖户恢复养牛
的热情持续高涨。

强扶持 增动力
机制是破题的钥匙。为解

决养殖户融资难问题，建立了由
金融办、农担公司、银行、保险公
司四个部门共抓养牛贷款的工
作机制，推出了“活体贷”和“信
誉贷”等金融产品，在全省率先
破解了三年期能繁母牛贷款问
题，实现“按季还息”、到期一次
性还本的政策突破，有效解决了
肉牛养殖贷款周期不足、利率高
等问题。目前，全县授信农户达
到 20.25万户，完成肉牛保险 3.5

万头，发放养牛贷款 1.5 万户、
9.36亿元。

构模式 挖潜力
好的模式是发展的有效载

体。开办“托牛所”，支持养牛大
户创办“托牛所”代养等方式，实
行“保姆式”托管服务。鼎牛牧
业公司采取“托牛所”代养模式，
吸纳退户入区的 5个养殖户、98
头肉牛。

开展建舍返租。35 个村利
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设牛舍
56栋，租给养殖主体经营，发展

“政府+主体+散养户”合作运营，
通过“退户入区”，做到“五统一”
（即：统一带户入区、统一经营管
理、统一饲料收贮、统一粪污资
源化利用、统一政策保障），不断
壮大规模养殖。

推进链主建设。创新管理
方式，支持大型肉牛企业作为

“链主”，采取“企业+基地+养殖
场（户）”模式，建设高标准肉牛
养殖示范基地，配套秸秆饲料、
兽医防疫、粪污处理等服务设
施。招商吸引6个大企业、8个大
项目。

重技术 提能力
技术是发展的“芯片”。开

展养殖技术培训。两年间培训
1.2 万人，发放便民手册 2.2 万

册。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畜牧兽
医学院三名教授举办了线上培
训及问题答疑，1000余名养殖户
从中受益。

重点抓好防疫。全面落实
疫情监测、防疫检疫、流调排查
和生物安全监管措施。小村一
村一名、大村一村多名防疫员。

坚持“种养结合”新理念，通
过“秸秆变肉”“堆沤还田”，形成
饲料与肥料相辅相成、相互循
环。

大力推进畜禽粪污利用。
建立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建
设区域性粪污处理中心 7 个、
养殖密集村屯粪污收集点 721
个，购置粪污运输车 92 台，探
索形成了“农户收集粪污、喇
嘛甸镇堆沤成肥、喇嘛甸镇有
偿使用”的粪污利用模式，实
现了养殖区粪污闭环处置、资
源利用全覆盖。养殖重点村无
异 味 。 通 过 就 地 就 近 还 田 利
用，按照一户养殖 1 头牛计算，
全年可形成 5 立方米粪肥，可
增收 200 元。

如今，在梨树广为流传的那
句“人均 1头牛，吃穿不用愁；人
均 2头牛，收入上层楼；人均 3头
牛，日子富流油”的顺口溜正在
逐步变成现实。

梨树做好肉牛产业“大文章”
□ 高立忠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入汛以来，梨树县共出现8次区
域性强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 558.4
毫米，较历史同期230.3毫米多328.1
毫米，偏多142%。

面对汛情考验，梨树县上下坚
持早字当头，实字托底，严字护航，
吹响防汛救灾冲锋号，下好“四步
棋”、明确“四注重”，牢牢把握防汛
工作主动权，减少灾害损失。

抓好制度“监管棋”，注重“细节”

6月27日中午，梨树县防汛抗旱
指挥部发布通知——启动防汛四级
应急响应。

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
报，第一时间处置。只有这样，才能赢
得防汛的主动权，赢得最终的胜利。

入汛以来，梨树县坚持早字当
头，早部署、早安排、早行动。先后
召开专题防汛会议5次，针对入汛以
来强降雨过程召开会商研判会议 8
次，启动两次Ⅳ级应急响应，共下发
各类文件 33 份，调度令 15 份。同
时，坚持动态化部署，完善防汛减灾
应急指挥体系，健全制度体制，建立
责任清单，注重细节监管。

全县共落实包保责任人141人，
其中县级 13人、乡镇级 65人、技术

责任人 30人；信息联络员 41人，东
辽河、兴开河等巡堤查险责任人 33
人、巡堤查险队伍 12支 970人。抢
险救援队伍 26支共计 1.32万人，其
中，消防队伍 30 人、县武装部 1080
人、24个乡镇街道 24支救援队伍共
计 1.2万人。确保防汛责任落实到
镇、到村、到组、到点、到户、到人。

抓好备汛“先行棋”，注重“广全”

7月中旬，梨树县降雨量持续走
高，面临外洪内涝的双重压力。

梨树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
大险、救大灾，“查漏、列单、建册、开
方”，切实把做好农田排涝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打通排水堵点，消除内涝
痛点，深入基层一线、田间地头进行

“无死角”摸排，全力以赴筑牢防汛
排涝安全屏障。

“这个地段属于低洼地段，必须
马上进行排水，同时各村要让抽水
泵和钩机做好准备，一旦降雨持续
要第一时间进行其他地段的抢排。”
在梨树县喇嘛甸镇农田排涝现场，
喇嘛甸镇党委书记高艳梅表示。在
第一场降雨过后，部分低洼农田出
现不同程度积水，目前，全镇干部24
小时值班值守、带队抢排，竭尽全力

确保群众财产安全。
“我们组建了防汛抗洪抢险队

伍 26支，储备了 1艘救生艇、5艘橡
皮艇、330台农田排涝泵、500立方米
木桩、52万条编织袋、1500根钢管、4
万平方米无纺布、42吨铁线、1000米
防水电缆、碎石 600 立方米、块石
1350立方米等防汛物资，无论是救
援的人还是物资，都要确保必要时
拉得出，用得上。”梨树县应急管理
局局长张伟表示，应急管理局根据
指数要求以及使用情况，对防汛物
资进行了动态调配，保障应急物资、
强化实战演练，确保险情发生时平
稳度汛。

抓好排涝“关键棋”，注重“高效”

“坚决完成任务，坚决保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决口不封，我们不
退，雨停人不停。”7月 29日，受上游
强降雨影响，榆树台镇闫家村南侧
大截沟出现部分决口，为保障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榆树台镇广大干部
迅速对决口点填装沙袋、搬运物资、
疏通沟渠……历经 6个多小时的努
力抢修，决口封堵完成。

7月30日，持续两天的强降雨让
本就有“九河下梢”之称的刘家馆子

镇紧张的“防汛弦”绷得更紧了。
“170名包村干部马上分解到各村积
水地块，帮老百姓进行排水作业。”
对讲机里传出最新防汛指示后，刘
家馆子镇全体干部立即整装备战，
驻守防汛最前沿。刘家馆子镇位于
梨树县西北部，镇内东辽河和新开
河流经全域，地势低洼，自 7月 28日
降雨，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 90毫
米，在农田本就已经过度饱和的状
态下为了排除农田积水，刘家馆子
镇内六个强排站开始了全天无休的
全负荷作业状态。

与时间赛跑，与汛情抗争。面
对持续强降雨对农田带来的影响，
梨树县严格采取“抽、疏、引、修、补”
五项措施，坚持防汛救灾和生产自
救两手抓、两手硬，高效保农田。

“抽”——积极排水，“能保尽保”对
暂不利机械作业的地块积极组织水
泵进行抽水，积极推进水离田，保农
田。“疏”——疏通沟渠，“垄间无水”
对田间的积水发动组织干部群众进
行沟渠清淤，疏导水流进入沟渠。

“引”——因地制宜，对巡查排查发
现的沟渠堵点因地制宜，派出各类
机械进行作业，将积水顺畅引入支
沟和河流。引积水进入河道和支

流。“修”——及时修复，平整沟渠对
积水已全部排出的农田地块边沟进
行及时修复，在确保排水功能的基础
上，结合“三沟”整治，进行“容貌”复
原。“补”——适宜地块，科学补种，对
涝区适宜地块秧苗进行及时清理及
时补种，补种白菜等经济作物。截至
目前，梨树县已累计排涝 29.3万亩，
累计排查沟渠总长5517公里。

抓好宣传“配合棋”，注重“引导”

“气象局说明天还会有强降雨，
现在地已经饱和了，我们提前把沟
渠再收拾收拾，可不能再积水！”动
动手指接受“预警信息”，实时查看
全县雨情动态，这是汛期梨树百姓
了解水情、雨情的“重要渠道”。

自入汛以来，梨树县委宣传部
统筹县融媒体中心多渠道宣传与普
及农业防灾减灾和防汛知识，发布
预警信息，通过新途径提高群众的
防灾减灾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密
切关注水情、雨情、旱情和天气变
化，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微信、抖音
等媒介，发挥监测预警系统的作用，
及时向村（社区）和群众发送预警信
息，发布抗灾救灾技术措施，指导群
众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梨树“四步棋”构筑防汛屏障
□ 李金欣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李宝春、石

玉琴，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兴工
街六委八组，建筑面积：31.82
平方米；用途：住宅。产权证
号：房权证辉朝字第 0007426
号，（回迁：东方锦都3号楼4单
元411室，面积：49.51平方米；3
号楼 3单元 307室，面积：41.40
平方米；3号楼 3单元 308室面
积：49.51平方米)。由配偶石玉
琴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
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
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
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
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
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
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肖强，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富强街二委
一组，建筑面积：62.51平方米，
用途：住宅。产权证号：房权证
辉朝字第 0011898号。由孙子
肖涵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
自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
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
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
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
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
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遗失声明
梅河口天成食品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581559787393E）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庞聪）章遗失，
声明作废。

声明
由于湾龙镇三山村村民陈

喜敏个人保管不善，将我单位
核发的《确定位置通知书》丢
失，编号0818065，声明作废。

梅河口市村镇建设服务中心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牛心顶镇京典小
吃部《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2205811977****1965，法人：高
维君，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口
市牛心顶镇牛心顶村四组（邮
局 东 20 米），许 可 证 编 号 ：JY22225000052767，发证日期：2017 年 2 月 16 日，有效期至2022年2月15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宋彩艳购房收据遗失，房

屋坐落：春佳林语小区 7⋕-1-201室，面积：131.91平方米，金
额：柒拾壹万陆仟贰佰柒拾壹
元整（￥716271.00），交款日期：2020年8月13日，收款单位：吉
林省春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梅河口分公司，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梅河口市水果乐源水果大

卖场《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220581MA14D89W4Q，法人：
庄园，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口
市天鑫佳园左侧第一号房，许
可证编号：JY12225000074259，
发证日期：2017年9月12日，有
效期至 2022年 9月 11日，声明
作废。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张福江，房

屋坐落：团林镇东胜村，建筑面
积：90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栋
号 ：2- 72- 75 号 ，土 地 证 号 ：
110300418 号。该房屋由徐秀
琴继承，其他继承人自愿放
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
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
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张九旭，房

屋坐落：团林镇东胜村，建筑面
积：91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栋
号 ：1- 27- 27 号 ，土 地 证 号 ：
94038号。该房屋由张玉珊继
承，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
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
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
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