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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专刊

近年来，梨树县林业局
持续加快国土绿化步伐，严
格落实林地管护责任，不断
增强生态保护修复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为建设生态美丽
梨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
障，梨树县林业局抢抓秋季
有利时机，高质量、严标准推
进植树造林，以实际行动，吹
响 了 秋 季 植 树 造 林“ 冲 锋
号”。召开专题会议，对秋季
植树造林重点任务进行全面
部署，印发工作方案，建立实
行副县级以上领导包保乡镇
或街道，各乡镇（街道）一把
手负总责的包保责任制，逐
级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统筹
规划，精心组织，为全面完成
造林任务提供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

为确保“精准绿化、高效
绿化、科学绿化”，县林业局
严把设计关，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严把苗木关，加强苗木
调拨与监管，坚决杜绝弱苗、
病苗、不符合标准的苗木进
地栽植；严把栽植关，从苗木
调拨、整地挖坑、栽植浇水、
管护保养等各个环节，都有
专人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同
时局班子成员跟班作业，对
造林情况进行全程督导。

当前，各乡镇秋季植树
造林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中，各造林现场，干部群众充分发挥团结协作、吃苦耐
劳的优良作风，按照作业设计和规划任务，在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各个干劲十
足，呈现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

梨树县林业局在完成今秋造林任务的同时，将全
面落实新造林地管护责任制，做到管护措施到位、管
护人员到位、管护责任到位，确保造林绿化栽一棵活
一棵，植一片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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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生38分、李桂芹33分、赵
金华 30 分……”秋收过后，梨树县
十家堡镇“道德银行”第四季度积分
榜一公布，便引来了村民围观、讨
论，榜上有名的摩拳擦掌准备再接
再厉，没上榜的也不气馁、积极主动
寻找今后增长积分的机会。

一年来，梨树县十家堡镇各村
陆续成立“道德银行”，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回应关切、贴近民生
的工作思路，把“道德银行”作为创
新基层治理、增强发展动能的抓手，
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各项活动，精心打造教育服

务、文化服务、科技科普服务、健康
体育服务等各项平台，实现资源整
合、信息共享、活动协同，不断建立
完善“奉献-回报-奉献”的良性循
环机制。

从环境卫生到爱老敬老，从邻
里互助到促进文明……十家堡镇的

“道德银行”，通过对群众的“美德”
进行打分，以“存美德”、挣积分、取
实惠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和
村民自治深度融合，推动物质与精
神互相促进，形成了存储爱心、支取
快乐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龙王庙村“道德银行”内，家

庭日用品和农用小工具琳琅满目，
“村道德银行守信评价指标”“村
道德银行失信评价指标”张贴墙
上……“村民什么行为能得积分，
什么行为扣除积分，都一目了然。”
龙王庙村妇联主席刘丽兵指着墙上
的规定介绍，加分项主要包括环境
保护、家庭道德等4大类共12小项，
得分最高可以得到10个积分；失分
项包含破坏环境、违法乱纪等 4 大
类共13小项。

“‘道德银行’太好了，现在我们
村做好事都有积分，达到一定分数，
还有相应的奖励。现在，村里都不比

吃穿了，而是比谁的道德积分高。”正
在铁岭窝堡村委会帮忙收拾卫生的
村民王占和高兴地说。

在“道德银行”的积分制度背
后，有多方统筹的“爱心超市”作支
撑，以保证积分能及时兑现；有“善
行义举榜”项目、“道德之星”项目，
通过评选积分较高的“道德之星”和
设立家庭美德榜、职业道德榜、社会
公德榜、个人品德榜，树立一批批善
行义举的典型，对“道德银行”进行
强化和延伸。

八棵树村志愿者王娟也兑换了
奖励。义务清理小广告，志愿服务

宣讲……村里的志愿活动，都能看
到她的身影。她说，“道德银行”里
的积分是对大家善行美德的肯定，
会给予更多人积极向上的引导。

一本本“道德存折”存进去的是
善行孝义，取出来的是文明新风。
这“一存一换”间，既让有德者有得，
又激活了村民向上向善的内生动
力。以德治为突破口的“道德银
行”，已经成为十家堡镇建设宜居乡
村、提升乡风文明、强化基层治理的

“妙招”，有效推进了法治、德治、自
治的有机融合，引领乡风文明建设
新风尚。

十家堡镇：

“道德银行”引领乡风文明新风尚
□ 李金欣 本报记者 侯春强

为深入贯彻落实“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环保理念，全面推进秸秆禁
烧工作，确保秸秆“搬离田、
集中存、不焚烧”，坚决实现

“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
不留一片黑”的目标，梨树县
富强街道全面推进秸秆离田
工作，积极推动秸秆变肉工
程，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富强街道辖区内总耕地
面积11.81公顷，通过积极发
挥村民秸秆离田的主体作
用，以及村屯大喇叭播放、微
信群动员等各种宣传手段，
全方位宣传禁烧政策和离
田要求，并制定秸秆离田计
划，包村干部到田间地头进
行实时督导的工作方式，组
织村民自发进行秸秆人工离
田。目前，已经完成50%的离
田任务。

富强街道继续加大秸秆
禁烧和秸秆离田的工作力
度，采取网格化管理，全方位

宣传普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的政策法规，确保 11 月 20
日之前做到全部离田，不断

提升群众对秸秆禁烧及综合
利用的认识，为明年春耕打
下坚实基础。

推进秸秆离田 促进农民增收
□ 赵忠皓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当前，玉米深加工已成
为消化粮食存量、解决农民
卖粮难、稳定玉米市场价格
的重要渠道。近日，记者走
访梨树县玉米深加工企业，
探访小玉米如何“搭乘”加工
企业“快车”实现增值。

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
大型厂区内，一台台加工器
械发出的轰鸣声交织成蓬勃
发展的变奏曲……在吉林省
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记者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
撼。“我们新天龙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一家大型现代农
产品深加工企业，是全国最
大玉米深加工企业之一。目
前，公司经营产品主要包括
特级酒精、优级酒精、普级酒
精、无水酒精、药用酒精等 8
个品种。除此之外，还包括
DDGS 饲料、玉米油、二氧化
碳等。公司的产品畅销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食用
酒精、无水酒精产销量名列
全国第一，广泛应用于白酒、
精细化工、医药、军工等行
业；玉米 DDGS 饲料蛋白含
量高，被广泛用于配合饲料
的 原 料 ，客 户 网 络 覆 盖 全
国。”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宪歧自豪地
说。

产品加工需要大批的玉
米作为原料，为了保证玉米
储存质量，新天龙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专门建设了总占地
4万平方米的玉米储存设施，
其中封闭式的玉米棚仓9座，

总储藏、烘干能力达 60 万
吨。公司目前年加工转化玉
米可达 90 多万吨，带动玉米
种植面积130多万亩，带动种
植农户近8万户，带动农民增
收 4000 多万元，造福了一方
百姓。

难以想象，小玉米在科

技的加持下竟衍生出了一条
巨大的产业链。一粒粒金灿
灿的玉米，经过发酵、提取、
精制等多道工序后“摇身一
变”身价上涨。如今，玉米深
加工企业正以强劲的势头
发展，推动玉米深加工产能
不断扩大。

小玉米“物尽其用”
□ 潘天月 李猛 本报记者 侯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