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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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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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洮府街道地

处市郊，形成棚膜集中区

发展多季种植。图为福

胜村农民石凯在采摘黄

瓜。 邱会宁 范海辉/摄

本报讯 徐慕旗 报道 6
月29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吉林省标
准化条例》将于7月1日起施
行，标志着我省标准化工作
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将在提
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进一
步贡献标准的力量，助力我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省不断强化
标准化工作顶层规划与制度
建设，持续优化标准体系，标
准化工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深度融合，在便利经贸往来、
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
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标准化示范引领
作用显著增强，全省获批国
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199个，建设省级标准化试点
示范项目 591 个，覆盖我省
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领
域，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即将实施的条例注重统
筹推进标准化发展，强化吉
林特色内容，实现标准制定、
实施以及监督管理全方位、
全过程法治化，充分发挥标
准化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条例提出构建新型标准体
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快构建覆盖农业、工业、服
务业和社会事业等全领域的
标准体系，推动政府主导制
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
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形
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吉林标
准体系。同时，推动加强黑
土地保护利用、现代种业、特
色农产品、汽车产业、冰雪旅
游、养老服务、城乡基层治理
等重点领域标准供给。

此外，条例还提出了完
善管理体制，明确地方标准制定主体和程序
要求，鼓励、支持经营主体制定团体标准和企
业标准，强调标准制定后的实施应用和监督
管理，强化标准化服务保障和合作交流等亮
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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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翠染桦甸，
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
淳朴和谐的气息，文
明乡风让这里变得更
加和美。田野山间美
景如画，村落之间屋
舍俨然，美丽庭院清
洁舒适，新时代文明
实践广场上，跳广场
舞的、踢毽子的、下象
棋的，一派喜乐融融。

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
障。近年来，桦甸市通过建强乡
村党组织，坚持开展正面典型选
树，树立乡风文明建设标杆，全
力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奏响了
乡风文明的新乐章。

美化家园，筑牢乡风文明建
设“硬基础”

这是八道河子镇新开河村
的一家小院，在桦甸市城市品牌
创建“贤惠人家·洁净之星”评比
中获评洁净之星——漂亮的砖
瓦房，整洁的庭院，明净的窗户，
物品摆放有序，房内地面一尘不
染。

近年来，桦甸市各类美化家
园的评选活动为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提供了载体，前有标杆树
立，后面争相效仿，对评选结果
的小期待汇聚成打造村美、人
和、业兴的大梦想。美化庭院、
净化心灵，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景
成为当地村民的集体心愿和生
动实践。

在桦郊乡友谊村，“文明村
屯·干净人家”创建活动深入人
心，家家争当文明户；在先锋村，

“最美家庭”成了村民竞相参观
的小景点，大家按照评选标准学
样，自建家庭卫生制度，清扫室
内卫生死角，清理房前屋后堆放
物……当一户一户干净起来，一
村一村的“颜值”提升了、“气质”
上来了。

截至2022年，桦甸市共评出
市级洁净之星3274户、乡镇级洁
净之星 11135 户、村级洁净之星
35269 户 ，创 建 美 丽 庭 院 6630
个、干净人家 20760 户。夹皮沟
镇、友谊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
镇，红石砬子镇、公郎头村等12
个村镇获评吉林省文明村镇。

文化润人，优化乡风文明建
设“软环境”

公吉乡九星村农家书屋干
净、整洁、敞亮，窗外绿树成荫，
到这里来看书学习成了村民陈
佳辉的习惯。

近年来，桦甸市全面实施文
明引领强农、文化活动惠农、文
化传承兴农、文化服务利农、文
化产业富农“五大工程”，乡村文
化事业发展精彩纷呈。目前，全
市 9 个乡镇、156 个行政村实现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和农家书
屋全覆盖，综合文化站“乡乡
建”，文化广场“村村有”，硬件设
施均已完善。

实施农民画品牌建设工程
是桦甸市涵养文明乡风的另一
重要举措。几年间，该市先后被
文旅部授予“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画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称号，农民画创作及商品研发队
伍发展到千余人，多件作品获得
国家、省级奖项，其中56件作品
获全国金奖，45件作品在多个国
家展出。

此外，各种精彩的文化文艺
活动“飞”入寻常百姓家。白桦
节、农民文化节、金秋农民文艺
汇演连年举办，文化惠民演出年
均举行30场，“红色文艺轻骑兵”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开展逾百次；
以桦郊乡晓光村朝鲜族民俗博
物馆为示范，建成 4 个“吉林印
记”乡村博物馆；2022年，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1872场。

深化服务，引领乡风文明建
设“新风尚”

八道河子镇李家村在桦甸

市率先建成“道德银行
积分超市”，超市商品
不用花钱购买，村民通
过和睦邻里、志愿服务
等方式获取积分即可
进行兑换。“表现换积
分、积分换物品”，激发
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
村民争相积累“道德资
本”，形成良好的道德
习惯。

近年来，桦甸市坚持以党建
为统领，积极搭建各类平台，不
断深化服务，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再上新台阶。“道德银行积分超
市”是当地乡风文明建设的新平
台，通过小积分换来大文明。

“五动五比争五星”党建活
力擂台赛是桦甸市乡风文明建
设的另一平台。他们按照“年初
路演晒承诺，年中拉练看进展，
年末评比看成效”的思路，以“赛
马”机制和亮剑精神全面激发乡
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提升村
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一个擂
台赛，不仅强化了乡村干部队伍
建设，还有效提升了村干部为民
服务水平。

文明乡风，志愿服务举旗领
航。桦甸市积极组织志愿者开
展文明实践活动，引导农村群众
摒弃旧观念、旧思想，学习新理
论、新知识，为乡村振兴增色赋
能。年初以来，他们组织百名技
术人才走到田间地头为农业生
产把脉开方，仅通过送科技下
乡，培训农村群众达 2 万余人
次。

风 和 气 象 新
——桦甸市以乡风文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冯书珩 王天娇 本报记者 徐文君

本报讯 郭吉利 报道 6 月 29
日，引嫩入白扩建一期工程暨盐碱
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项目在镇赉县
黑鱼泡灌区开工建设。作为国家盐
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首个开工项目，
工程实施后可灌溉15.05万亩水田，
预计可增产粮食2亿斤。

引嫩入白扩建工程是国家“十
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明确的重点
水利工程，工程估算投资126亿元，
是我省“两纵四横”“大水网”的“第
一横”，是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的重要工程。

据了解，该工程是在原引嫩入白供
水工程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扩建引
嫩入白输水总干渠、新建泵站和渠
道，进一步满足农业供水、生态补水
和城乡用水需求，年均引水 5.37 亿
立方米，可优化配置嫩江水资源，积
极构建嫩江、洮儿河区域循环水系，
努力从根本上破解制约发展的水瓶
颈，提升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

引嫩入白扩建一期工程是党中
央、国务院《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
要》公布后吉林省开工建设的第二
个水网骨干工程，是落实2022年中

央一号文件关于“将符合条件的盐
碱地等后备资源适度有序开发为耕
地”要求的重要举措，是国家盐碱地
综合利用试点首个开工项目。

2022 年 9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七部委批复
引嫩入白扩建一期工程为拟开发盐
碱地提供稳定水源，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稳步提升粮食稳产增产提
供有力支撑。其中，引嫩入白扩建
一期工程总投资23.77亿元，工期为
24个月，计划2025年完工并发挥效
益。

引嫩入白扩建一期工程暨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项目开工

通化县果松镇东明村党支部、
村委会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凝
心聚力上项目，先后攻克了木耳、
灵芝、桑黄、羊肚蘑等一道道制菌
技术难关，发展食药菌种植产业，
为振兴经济开辟了新路。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2016年
8 月，东明村整合各级帮扶资金
178.5万元，成立通化县吉盛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发挥交通优势，培
育打造食药兼具的特色种植产业。

“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
路。”秉持这一理念，东明村充分发
挥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构
建“公司+基地+农户”的供销联合
体模式，改变过去村民单打独斗的
局面。村两委班子走家串户，通过
开会座谈征求意见，多次召开村民
代表会，在综合分析全村自然资
源、劳动力现状、基础设施现状、产
业现状和致贫原因的基础上，经过
反复讨论，提出由村里兴办集体企
业，在吸引困难人口就业的同时，
用相当一部分利润去扶持丧失劳
动能力的困难户，实现集体增收和
困难户获益的双重目标。

强化集聚效应，打造“东明”食

用菌品牌。兴产业、上项目，没有
生产基地不行。村班子经过研究，
决定利用原村部旧址，修建厂房、
购置机械设备，聘请技术人员，开
展菌种生产。当年种植木耳15亩，
制作木耳菌包30万袋，收入近6万
元。

经过几年的发展，东明村食用
菌产业已形成规范化、规模化，发
展持续向好，菌种销往抚松县、四
棚乡、铁厂镇、东胜村等周边区域，
形成了集聚效应。2020 年底，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0万元，接近
2016 年的 4 倍，全村人均收入达
到 1.7万元，困难户人均分红 2250
元。

如今，东明村集体经济强大
了，为群众办实事也有了底气，党
员干部的威信进一步提高。村民
收入增加了，致富的劲头更足了。
2021年，公司产值 170万元，村集
体收入实现 100余万元，累计支付
工人工资近 300万元，被省人社厅
评为“2020年度省级返乡入乡创业
基地”。2022年，公司新发展贝母
10亩，新建灵芝大棚16栋、桑黄大
棚12栋，创产值200万元。

食用菌撑起“致富伞”
——东明村发展壮大食药菌产业

□ 王姝月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