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长春市双阳区深入贯彻落实推
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部署
要求，着眼健全工作体系、下
沉治理重心、搭建载体平台，
整合资源力量抓党建、抓治
理、抓服务，推动基层治理提
质增效。

坚持党建引领健全体系，
治理体系由“点”扩“面”。构建
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
职、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党员群
众广泛参与的“1331”基层治理
工作体系，“1”是明确党组织在
基层治理中的唯一领导地位，

“3”是建立乡镇（街道）、村（社
区）、屯（小区）三级党组织共抓
基层治理的责任体系，“3”是构
建基层党员、部门单位、社会力
量三方参与的服务体系，“1”是
打造一个区级智能综合管理平
台。完善平时常态联系、急时
协调联动、平急迅速转换的“平
急结合”机制，促进区直部门与
基层单位在治理工作中共联共
促、协同共进，推动基层治理由
基层“单干”转变为多方“共
管”。

聚焦最小单元建强组织，
治理重心由“上”到“下”。着眼
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聚焦
基层最小单元，采取“一小区
（屯）自建”“多小区（屯）联建”
的方式，建立实体小区党支部
62个、屯党支部895个，根据部
门包保小区安排，选派1076名

在职党员干部担任小区“兼职
三长”，组建功能型小区邻里党
支部 104 个，切实织密上下贯
通的组织体系。制定屯党支部
建设工作方案，组织群众协商
性参与决策、常态化整治环境、
抱团式发展产业、宽领域开展
活动，将群众的事交给群众议、
群众办；出台小区党支部管理
办法，明确治理任务，协调帮办
群众反馈的井盖损坏、排水不
畅、路灯不足、车位纠纷等事项
522件，持续推动以“小单元”撬
动“大治理”走深走实。

突出资源整合搭建载体，
治理合力由“弱”变“强”。依靠
党员力量，开展“党员包户聚民
心”活动，组织4000余名有包保
能力的党员逐户包保、专责联
系群众7.2万余户，全面收集反
映群众需求，及时提供水电维
修等各种服务、帮助群众调解
纠纷、解决难题 9200 余件次。
整合部门力量，开展“部门进村
（社区）强服务”活动，设立“服
务基层日”，推动 72 个机关单
位定期下沉开展工作，近距离
为群众解决烦心事愁心事 300
余件。用好社会力量，实施两
新领域“135”工程，通过建立

“一个中心”、打造“三支队伍”、
开展“五项行动”，最大程度调
动社会优势资源参与基层治
理，凝聚强大共驻共建合力，有
效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
能。

双阳区多举措提升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5月 日 星期二9 要闻链接 08责任编辑/邹天韵 电话：0431-88600735

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组织振兴组织振兴 产业兴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生活富裕

抖音号jlncb1955

本报讯 刘家乐 孙巨尧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为深入推进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提质增效，近年来，双辽
市不断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新模式，通过持续实践探索，闯
出了一条持续、稳定、高效的村
级集体经济增收新路径。

在“新”字上下功夫，打造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立足资
源优势，按照“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发展思路，积极探索新路径，
村集体通过与农户建立利益共
同体，采取入股分红、自主经营、
合作经营等模式，帮助村集体经
济跑出“加速度”。今年共发展

“一村一品”示范村41个，以种植
水稻、瓜菜、小麦等特色产业为

主，种植面积达 1300 余公顷，养
殖牛羊数量超1300头，带动农户
1100余户，示范村集体经济收入
增量超700万元，增幅达45%。

在“活”字上做文章，规范
“校园田地”管理模式。明确权
属激发活力，对全市 169 所学校
的校田地进行核实，明确地块位
置、四至、面积等信息，建立台
账，备案管理。将已撤并和空壳
的 39 所学校的校田地使用权归
还村集体，对存续的 130 所学校
的校田地加大管理力度，探索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学校”
的发展模式，采用全托管和劳务
托管两种方式，通过学校与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
盘活土地资源，促进村级集体经

济持续稳定增收。
在“严”字上启新篇，提升

“土地发包”规模效益。加强对
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管理，成立
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
明确项目推进责任、目标和时
限，有效规范运行产权交易平
台。确立全市农村产权交易市
场“市－乡镇－村”三级共建组
织架构运行模式，与省产权交易
市场联合，围绕政策宣讲、业务
操作等内容举办线上专题培训
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水平。今
年一季度，全市农村产权流转进
入平台交易成650笔，其中，耕地
流转类631笔，成交金额1916.31
万元，本年度将有 5.5 万亩土地
资源完成平台发包，可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650万元。
在“领”字上开新局，发挥

“先进组织”带头作用。积极推
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模式，
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
参与”的理念，按照“因地制宜、
三产融合、共同致富”的整体思
路，实现 50%以上行政村建立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规模经
营、改良技术、统购统销运营模
式，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同
时，注重选树优秀合作社先进典
型，积极宣传报道，并给予一次
性50万元合作社发展扶持资金，
促进合作社规模化发展，在全市
范围内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激
活村级集体经济自身“造血”功
能。

双辽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新路径

本报讯 闫红洋 记者 徐文君 报
道“五一”期间，安图县接待游客达25.32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实现2.79亿元。

品牌领航，吸引八方游客。“五
一”期间，长白山第一村风景区——
奶头山村、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等多
个景区强势推出朝鲜族、满族民俗体
验等丰富多彩的文旅项目。长白山
大关东文化园景区日最高接待游客
达到 5000 余人次。长白山百花谷朝

鲜族古村落、松花朝鲜族民俗村等景
区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这里不仅
可以品尝朝鲜族传统美食、观看民俗
歌舞表演，还能体验朝鲜族民宿、购
买农特产品及特色文创产品。

宣传导航，激发旅游活力。运用
多平台、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实时更
新报道，精心制作安图旅游宣传片、
短视频、图文、海报等原创作品，进行
全平台发布150余条次，浏览量50余

万次，为旅游市场活力迸发营造浓厚
氛围。

政策引航，带动热度攀升。县内
多家景区开展优惠活动，回馈游客及
家乡父老。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
村落景区针对“州外凭高铁票和机票
的游客”实行门票优惠价40元；长白
山大关东文化园景区针对州外游客
实行门票优惠价30元；长白山历史文
化园景区实行门票优惠价30元。

安图“五一”假期文旅经济蓬勃发展

本报讯 李明达 闫虹
瑾报道 为切实扛稳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全力推动
我省涉农领域相关重点
工作任务和重点项目稳
步展开、取得实 效 ，近
日，省政府成立 9 个农
业生产综合服务指导工
作组，分区包片包保全
省 9 个市（州）和梅河口
市。

省政府农业生产综
合服务指导组由省农业
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
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省乡村振兴局、省林
业和草原局、省畜牧业管
理局和省供销合作社组
成，各相关厅局主要负责
同志任组长，重点围绕粮
食生产、大豆油料扩种、
农田机电井排查管护、秸
秆离田、地趴粮整治、黑
土地保护、高标田建设、
盐碱地改造、预制菜、蔬
菜棚室建设、畜禽养殖、
十大产业集群建设等开
展 17 项重点工作任务落
实。

据了解，本次服务指
导工作贯穿全年，采取实
地踏查、座谈汇报等形
式，深入包保地区，调查
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存在
问题，研究解决措施，帮
助指导各地做好相关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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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董广亮 田蓓蕾 记者 隋
二龙 报道 5月4日，东丰县沙河镇良
纯村党支部书记、新巨强农机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新凯在两块地的
交界处，捧起一把土，自豪地说：“你
们看看，我这土质多黑、多疏松、有机
质多高，过两天，蚯蚓就该出来了！
他的土质又黄又硬，哪有啥有机质？”
副镇长王文君说：“赵新凯就是这样
用对比法推动了全镇农业机械化的
综合利用率。”

2013年，赵新凯看到农业机械化
是农村保护黑土地、粮食增产的必然
趋势，于是，他与另外两名村民挑头

成立了新巨强农机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过多年实践，他总结出农业机
械化及保护性耕作的五个好处：增加
有机质，改善土壤；提高土地利用率，
增加产量；减少化肥施用量，降低成
本；促进土壤健康，提升粮食品质；转
移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

经过多年钻研，赵新凯讲起农业
机械化头头是道，尤其是对保护性耕
作更有自己的见解，他经常被邀请到
各地作报告，成为市级科普专家，被
国家授予“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梨树模
式推广应用先锋”称号。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赵新凯想把农
业机械化的好处惠及更多村民。他
在实验、示范、推广的基础上，经常把
村民请到自己机耕的地头，采取“对
比法”，让农民直观看结果。春天，比
土壤；夏天，比苗情；秋天，比产量；年
终，比收入。

“四比”让村民心服口服，对农业
机械化产生浓厚兴趣。合作社社员
由5人发展到48人，机耕面积以每年
20-30%的速度递增，由最初200多亩
增加到7000多亩，占全镇耕地总面积
的 50%，为全镇黑土地保护、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作出了贡献。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沙河镇“对比法”调动村民机耕积极性

洮南市向阳街道

办事处凤凰山村李海

燕大力发展棚膜经济，

目前拥有 11 个暖棚，6

个大棚，主要种植草

莓、油桃、车厘子、火龙

果等应季水果和蔬菜，

年收入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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