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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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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本报2022年9月29日，10月1日、

4日、6日、8日休刊，特敬告读者。

近日，松原市委宣传部走
进宁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开展赠书活动，赠阅图书涵
盖党建、民生、文学、历史等方
面的书籍共计600册，有效解
决了阅览室图书品类较少的
问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优质阅读服务，扩大了阅
读供给，为深入开展全员阅读
储备了图书精神食粮。这是
松原市宁江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日常开展活动的一个
缩影。

示范引领，文明实践工作
实现全覆盖

为有效打通宣传群众、教
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宁江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围绕“14536”
目标要求，坚决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全面

建设、质量为先，既抓乡村、又
抓城镇，既抓进度、更重实效，
按照有队伍、有平台、有场所、
有项目、有机制的“五有”建设
标准，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三级
体系建设。目前，1个中心、22
个所、144个站均已挂牌，并常
态化设计开展政策解读、文艺
演出、体育健身、便民服务等
日常活动项目，在引领文明风
尚、服务百姓生活、解决实际
问题中凝聚群众、引领群众，
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归属感。

活动多彩，文明实践成果
实现“惠民化”

年初以来，宁江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聚焦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创

新文明实践载体，积极培育特
色文明实践项目，通过文明实
践特色“小切口”，展现文明实
践“大主题”，以春节、元宵节、
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开
展“我们的节日”线上线下系
列特色文明实践活动50余场
次。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
程”文艺演出、送戏下乡、“多
彩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农民电影节等活动，让百姓乐
享文化大餐；围绕疫情防控、
扶贫助困、环境卫生整治等内
容开展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
活动100余场次，累计参与志
愿者5万余人次，累计服务时
长已超200万小时；围绕弘扬
孝老爱亲、助人为乐等传统美
德有针对性地培育志愿服务
项目8个，进一步提高了群众

的参与率，切实解决了百姓生
活遇到的困难，增强了百姓幸
福指数。

示范引领，文明实践宣讲
实现“精品化”

通过“小故事”讲好“大道
理”，常态化开展“宁江好人”
评选活动，坚持“用身边人教
育身边人、用身边事感动身边
人”的典型示范效应，让群众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让好人
善举成为群众内化于心的厚
道标准；组建百姓名嘴理论
志愿者宣讲团，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为阵地，组织开
展宣讲活动 200 余场次，推
动党的声音入脑入心，崇德
向善蔚然成风，为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
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
养。

为群众幸福感持续“加码”
——宁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纪实

□ 尚尔晶 本报记者 郭小宇

本报讯 孙国福 记者 徐文君 报
道 随着秋收的临近，为保障秋收生
产顺利进行，榆树市太安乡提前谋
划、早做部署，多措并举备战秋收。

为做好今年秋收工作，确保颗粒
归仓，太安乡以党员干部助农增收为
主线，要求集中精力抓好农作物后期
田间管理和秋收前各项准备工作。
党员干部、基层干部下沉一线，通过
田间实地调研做好精细化技术指导
和服务工作。通过微信公众号、QQ

群、微信群及时发布气象信息 50 余
次，加强对防灾、减灾、救灾措施的普
及力度。积极开展农机具检修和保
养工作，确保农机具达到秋收战备状
态。利用大喇叭、微信、张贴标语等
形式，广泛宣传焚烧玉米秸秆的危
害，提倡秸秆还田和秸秆青贮，禁止
在乡村主要干道上堆放秸秆，确保道
路畅通。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
进行秋收防火安全、农户安全用电、
农机安全作业等知识宣传，并开展农
机安全检查。同时，对事故多发路段
加强安全监管力度，采取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的隐患排查方式，重点检查农
用车违法载人、超载、超速等安全生
产隐患并整改。

太安乡多措并举备战秋收

近年来，集安市依托良好生态，大力发展林果经济、林下经济，除人

参和山葡萄两大产业外，还发展了五味子、食用菌、鸭绿江鸭蛋、蜂蜜、白

桃、蓝莓、板栗等多种特色产业，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图为太

王镇高台子村五味子喜获丰收，农民正忙着采摘。 李广友/摄

本报讯 邢昌玉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梅河口市认真贯彻落实全省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现场会议
精神，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5
个方面、20项措施，传导压力，激发
动力，凝聚合力，加快推进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

建强能成事的组织，为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筑基。以党支部标准
体系建设为统领，把实现村集体增
收作为“五星级”乡村党组织创建
的主攻方向，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
头人队伍，加快“三资”清查清收进
度，深入实施每个村集体种植 100
亩蔬菜、养殖100头肉牛的“双百”
工程。大力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积极稳妥推进“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

打造能干事的队伍，为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聚力。开展村党组织
书记素质提升行动，健全市乡两级

常态学习培训制度，通过聘请专家
讲学、实地考察促学等方式，持续
提升抓党建兴产业的能力。开展

“一对一促发展”帮扶行动。引导
712名驻村工作队员在种植、养殖、
购销、仓储等领域发挥作用，推动
打造一批党员先锋岗、先锋农场，
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营造想干事的氛围，为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赋能。落实“赛马”机
制。按照省里确定的发展目标，建
立周调度、月通报、季汇报制度。
召开第三季度汇报会议，在全市营
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强化正
向激励，制定村干部工资倍增、村
党支部书记提拔使用以及驻村工
作队奖惩激励政策措施，引导党员
干部在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贡献
智慧力量。

集聚会干事的人才，为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蓄势。坚持以项目招

商的理念，引进域外蔬菜种植专业
人才，加快农村产业基地建设。通
过梅河新区人才招聘，专门为农村
一线充实400名大学生，参与村级
事务，助推产业发展。与吉林农大
等高校加强合作，精选20名本科以
上优秀毕业生，编入农业科技服务
队伍，为村集体产业项目落地见效
提供智力支撑。

落实要干事的责任，为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增效。召开全市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推进会议，压紧
压实乡镇党委书记第一责任、村党
支部书记直接责任、驻村第一书记
帮扶责任。建立以工作成效为导
向的评价机制，把抓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作为考察乡村两级班子和干
部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鼓励乡村
两级干部卯足干劲求突破，确保年
内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增收翻番
目标。

梅河口出台20项措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9 月 21 日，吉林省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暨
服务基层行活动在长白朝鲜
族自治县拉开帷幕。该活动
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和长
白朝鲜族自治县共同主办，
活动从 21 日开始至 23 日结
束，省内20多名种植、养殖、
畜牧、医疗和乡村振兴方面
的专家，旨在为长白县群众
带去农业技术指导与医疗健
康服务，推动科技下沉，助力
乡村振兴。

吉林省总工会驻二十道
沟村第一书记汪之强说：“为
了举办这次活动，我们从年
初就开始进行了认真筹划，
积极和各方联系。看到专家
在现场对百姓遇到的问题进
行分类指导、现场答疑解惑，
特别是看到老百姓满意的笑
脸，再苦再累也值得。”

活动期间，乡村振兴理
论与实践专家前往马鹿沟镇
果园村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针对人口空心化、农村厕所
改造、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
等问题同县、乡镇、村等有关
人员进行乡村振兴战略交
流。

农村技术指导组专家服
务团先后来到马鹿沟镇十八
道沟村、金华乡金华村开展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并与种
植户、养殖户代表进行实地
指导。以专家讲座和入田、
入户、入圈现场指导的方式，
解决村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针对各村优势
特色以及实际发展情况进行
作物栽培与畜牧养殖技术指
导。

在马鹿沟镇二十道沟村医疗义务服务团开展
义诊活动和科学普及，为村民提供免费诊疗和健康
指导服务，还帮助病情较重患者协调相关优质医疗
资源。省人民医院、省前卫医院、省中医药科学院
第一临床医院、长春市中医院、长春市中医药大学
第三临床医院等多名科室骨干医生携带医疗设备，
免费为村民进行彩超、心电等方面检查。开展了以

“味道养育心灵，饮食决定健康”为主题的健康讲
座，为村民举办了农业技术、医疗保健、心理健康等
科普展，展览活动还将在全县各乡镇相继进行。据
统计，仅义诊活动当天参加群众达200余人次，为村
民节省诊疗费用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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