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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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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闫洪洋 记者
徐文君报道“十四五”以
来，安图县接续奋斗，努力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
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好
局、起好步。

张德智是土生土长的
安图人，2017年，在外闯荡
多年后回到新合乡发展桑
黄种植产业。“政府引导资
金的注入，还有东西部协作
资金100万元，扶持带动我

们村集体共同发展。”如今，
张德智的千济方长白山桑
黄产业园与浙江千济方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以每吨52
万元的价格连续签订了三
年的销售合同，年产值在
2000万元左右。

张德智只是乡村产业
帮扶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安图县通过采取“公司+基
地+专业合作社+农户”等
模式，与脱贫户建立密切的
利益联结机制，建成了县级

统筹的杏鲍菇、鲜食玉米、
乡村旅游和乡镇实施的桑
黄、食用菌、畜禽养殖等带
富能力强的产业项目，全年
预计实现收益 5500 万元，
收益覆盖所有脱贫人口。

安图县还坚持外出务
工和就近就业“两路并进”，
积极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
持续落实就业帮扶车间政
策，严格落实“雨露计划+”
政策。截至目前，脱贫人口
务工总人数为4070人。

安图多渠道落实脱贫人口就业

本报讯 宋佳明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辉南县充分发挥“中
国长白山山核桃之乡”“中国
野生山核桃之乡”的品牌优
势，以市场运作为导向，以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
极培育打造山核桃收购和精
深加工产业，着力构建“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山核
桃产业化发展之路。

野生山核桃中含有亚油
酸、亚麻酸等多种微量元素，
经常食用能够起到降低血液
中胆固醇的作用。它还富含
钙、磷、铁、钾、镁、锌、锰等矿
物质及多种维生素，不仅有健

脑的作用，还具有增强人体细
胞活力、防止动脉硬化、延缓
衰老的功效，是深受人们喜欢
的食疗佳品。

地处长白山区的辉南县
盛产野生山核桃，年采出量 3
万吨，产值 1.1 亿元。主要分
布在金川镇（吉林省山核桃之
乡）、抚民镇、石道河镇、庆阳
镇、样子哨镇、辉发城镇等乡
镇，是辉南县东南部山区农民
秋收的一项主要特色产业。
每到山核桃成熟季节，年轻力
壮的村民早上 4 点就开始上
山，翻山越岭来到核桃树下，
不用费力上树，也不用拿长杆

打核桃，只需轻轻地晃动大
树，一个个核桃就会落下。据
介绍，一棵碗口粗的核桃树，
每天会掉下 50 个核桃左右。
常年“跑山”的人都熟悉地方，
一片核桃林可以捡到5编织袋
外加两大筐山核桃，出售后可
以获得可观的收入。

为了让这一“山珍”富裕
一方百姓，辉南县通过政府
抓、企业做、协会推、大家参与
等方式，培育打造山核桃产业
收储和加工产业。同时，在野
生核桃资源保护、基地培育、
品牌宣传、市场销售等方面继
续发力，推动山核桃产业系统

全面升级。目前，相关部门正
在努力工作，注册“辉南山核
桃”地理标志商标。经过多年
发展，全县从事山核桃生产、
加工企业及合作社已发展到
24 户。吉林省长龙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研发出山核桃乳，已
投放市场；辉南县天肽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山核桃肽项目，主
体工程已经建成。以长白山
野生山核桃露、核桃油为代
表，接续研产核桃糕、核桃粉、
核桃酱等系列产品。向文化
产品要效益，生产长白山野生
文玩核桃产品，利用山核桃坚
果壳加工各种工艺品。

辉南打造野生山核桃产业见实效

“云课堂”让群众足不出户也能
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草根讲师”
用最通俗的语言让大家参与学习，

“百姓名嘴”让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全省各
地精心组织，广泛宣讲，创新形式，
用身边事解读大政策，让“小切口”
融入大形势，让党的二十大精神传
遍机关学校、街道社区、乡镇村屯、
厂矿军营、“两新”组织，让这股暖流
吹进群众心坎里。

近日，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
村，“百姓名嘴”理论志愿者姜丽萍，
通过“云课堂”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要大力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广大农民如何落实？屏幕两
端，姜丽萍和乡亲们唠起了知心嗑。

“云课堂”宣讲，不受时间、地点
限制，又能回看加深理解。“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将党的最新政策传递给

我们，还能通过实时交流及时帮助
解决村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村民王江说。

既要面向群众“接地气”，又要
让宣讲“有高度”，时度效的问题如
何化解？长春市南关区组织“百姓
名嘴”以线上“微宣讲”的形式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开展“百
站千场万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活动。退休干部庞文双，录制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系列宣讲
微视频，以每讲10分钟的时长，推送
到抖音、快手和头条，单讲的浏览量
超千人次。

巾帼宣讲员杜晓艳在线上用生
动的案例、真挚的情感，将党的二十
大精神娓娓道来，让党的二十大精
神浸润妇女姐妹心田。屏对屏、实
打实、心连心，生动鲜活的“微”宣
讲，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接地气、
冒热气、暖民心。

结合时代发展特点，运用网络
新技术，以更符合时代背景、更便于

群众接受的形式进行宣讲，把高屋
建瓴的理论变成百姓易懂的语言，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入脑入
心。

梅河口市组织“百姓名嘴”“草
根宣讲员”深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和城区、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巡回宣讲
活动。

新时代十年我们取得了哪些辉
煌成就？未来五年，党将带领广大
人民群众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百
姓名嘴”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讲述
了新时代十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结合吉林发展和梅河口发展看全国
发展，增强百姓的发展信心、发展底
气和发展定力。

湾龙镇五奎顶子村驻村干部曹
洋说：“‘百姓名嘴’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得又好又及时，把党的好政
策讲得很清楚。作为梅河口基层干
部，也作为梅河口市民，我们今后的
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我们都要听

党话、跟党走。”村民卢平兰说：“‘百
姓名嘴’宣讲活动很精彩，我们很喜
欢！志愿者讲解的内容通俗易懂，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党的二十大
精神。”

“通过宣讲活动，社区居民对党
的二十大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
体会。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我要
继续当好理论政策和身边群众之间
的纽带，把党的声音传到大家的心
里。”志愿者王淑华感慨道。

在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青云
社区，“百姓名嘴”敖永生结合社区
工作实际，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关于社会治理的内容进行阐释，建
议广大基层工作者在提升社区治理
能力和服务水平上持续用力，解决
好百姓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

“打通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为社区
百姓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让
社区居民生活更舒心、更安心，推动
社区治理再上新台阶。”敖永生表
示。

从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
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从“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到“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白山市浑江区“百姓
名嘴”理论宣讲，通过“小故事”讲述

“大道理”，用百姓话讲述百姓事，借
助“微宣讲”凸显“大作用”。

群众在哪里，党的声音就要延
伸到哪里，理论宣讲就要跟进到哪
里。

“固定+流动”“线上+线下”“聚
集+分散”，“微课堂”“流动课堂”，微
信群、朋友圈、大喇叭……各地将学
习宣传阵地从传统的会议室拓展到
电脑屏幕前、热炕头上，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灵活多样的形式“飞入寻
常百姓家”。

截至目前，全省有7000多名“百
姓名嘴”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宣讲 3.5 万余场次，受众人
数逾百万人次。

“云课堂”受欢迎“百姓名嘴”接地气
——全省各地创新形式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吉林日报记者 韩雪洁 李娜 刘帅

为推动域内 156 家人
参企业高效生产，抚松县
万良镇积极开展“一企一
策”对接工作，指导企业成
立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
的生产工作专班，全力保
障企业高效生产。

刘敬贤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