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

7月25日临近中午，见到张津崎
时，他正和队员张昊、王新明，在通榆
县边昭镇五井子村柳树营子屯32公
顷复垦地里查看玉米长势。

太阳炙烤着大地，汗珠顺着一行
人的脸颊往下淌，不一会儿便泛出白
碱。

2019年10月，3名年轻小伙子，
带着吉林日报社委会对他们的深切
期望，背着行囊踏上了距离省城200
多公里的“驻村之路”。

强堡垒
让“底子”厚起来

由省直报社到农村工作是一个
巨大的跨越，2021 年正式接任第一
书记以来，张津崎和队友始终秉持

“群众的事就是最大的事”“到村就是
一家人”的工作理念，坚持进村屯、走
地头，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张津崎摸清村情、户情，确定了
以党建引领，产业带动，民生为主，充

分发挥党报媒体优势，实施项目帮
扶、建设帮扶、民生帮扶思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我们依托包保帮扶单位，把‘城
里’的‘先进设备’搬进农村，投入10
万余元资金，帮助五井子村建设了智
能党建活动室，为党员和群众提供了
解党史、学习党史的便利平台。党员
和群众在沉浸式的场景体验中，能更
加深切感悟到党的光辉发展历程。”
在吉林大学和吉林日报社援建的智
能党建活动室，张津崎详细地介绍起
来。

同时，积极实施“党建＋活力乡
村＋智慧乡村＋和谐乡村”治理模
式，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
能，激活乡村治理活力。

兴产业
让“路子”通起来
产业振兴，落脚点是

让农民实现增收致富，要
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

为此，张津崎带领队

员走村入户了解村民想法，向产业能
手和致富能人寻思路、找方法，千方
百计为村子蹚出发展之路。

经过与村两委研究，确定了“党
建引领发展、部分试点先行、辐射带
动提升、全村实施推广”的总体思路，
通过柳树营子屯复垦地32公顷土地
的典型带动，辐射全村共同发展。

依托通榆科技小院，成立通榆县
禾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党
建引领+科技小院+合作社+龙头
企业+党员+农户”工作模式，通过
以“股”连心、连利、连责，将通榆科
技小院、村集体和群众紧紧连在一
起。 （下转05版）

张津崎：从“驻村”到“驻心”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侯春强

本报讯 王俊博 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伊通县是粮食生产大县，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00万亩，位于
东北黑土区的中间地带，是我省
的“黑土粮仓”。伊通县地处半山
区，近30%的耕地为坡岗地，就如
何做好坡岗地黑土地保护工作，
将“跑水、跑土、跑肥”的坡岗地变
成“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
田”，伊通县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
家黑土地现代农业研究院不断实
践探索“伊通半山区坡耕地黑土
地保护经验模式”。

打造“坡耕地黑土地”实验基
地。在大孤山镇欢欣岭村建设
260 亩具备坡耕地典型特征的实
验基地，组建专家团队，围绕坡耕
地农业的生产实际和存在的各种
困难进行针对性研究，依托合作
社开展坡岗地“耕种防收”生产作

业，指导针对坡耕地“薄、瘦、硬”
问题，形成坡耕地黑土地保护和
作物丰产高效协同技术。

攻克“坡耕地黑土地保护”技
术。结合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
与保护工程，形成“坡耕地保护与
修复、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林地草
地恢复与保护、农牧业结构优化
与调整”为核心的技术手段，配套
玉米保护性耕作、非机械作业地
块牧草种植、一体化免耕播种技
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
术、多功能抗旱技术，打好“坡耕
地黑土地保护”组合拳。

伊通县将继续在黑土地保护
上持续发力，通过基地建设，抓好

“坡耕地黑土地保护”技术成果的
转化应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技术模式，切实提高粮食稳产增
产能力。

探索半山区坡耕地黑土地保护新模式

伊通守好“黑土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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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吉林日报记者黄鹭报
道 7月27日，省委书记景俊海到松
原调研，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
主题教育和大兴调查研究的决策部
署，围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等工作，深入一线察
实情、听实话、办实事，帮助基层
研究破解难题、加快发展的硬招
实招。景俊海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
届三次全会精神，紧盯加快建设

农业强省目标，持续深化农村综
合改革，因地制宜走好农业合作
化道路，团结一心向着共同富裕
目标迈进。

正值盛夏时节，广袤的田野郁
郁葱葱、生机盎然。景俊海来到前
郭县查干湖镇图那嘎村，走进玉米
地中，实地察看农业生产情况。看
到农作物长势喜人，景俊海非常高
兴。他强调，要科学指导农民做好
田间管理、防灾减灾等工作，更好
实现稳产增产，努力夺取全年粮食
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吉

林力量。在图那嘎村大宝地种植
专业合作社，景俊海详细了解党支
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运营情况，
勉励他们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创
新经营方式、健全长效机制、促进
持续增收，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勤劳
致富。

随后，景俊海与部分农民合作
社负责人围坐一起、互动交流，聊经
营、谈想法、话未来。景俊海强调，
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前景光明，农
民合作社在建设农业强省中大有

可为。要更加注重提升农民合作
社质量，尊重农民意愿，强化利益
联结，规范内部管理，积极探索组
织形式创新、产业业态创新、运行
机制创新，把更多农民团结起来，
把更多大学生、致富能手、“土专
家”“田秀才”吸引到合作社来，在
保护优先、科学开发、循环利用基
础上，最大限度发挥农村各类资
源作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切
实服务好农民、发展好农业、建设
好农村。要更加注重发挥农民合
作社作用，完善“企业+合作社+

农户”经营模式，进一步提高农业
机 械 化 、智 能 化 水 平 ，促 进 标 准
化、集约化、专业化、品牌化生产，
推动经营方式从卖原粮向农产品
精加工、深加工、细加工转变，努
力把就业岗位和增值收益更多留
给农民。要更加注重服务农民合
作社发展，在用电用能、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进一
步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扩大农业
保险覆盖，同时总结推广好经验
好做法，促进更多农民合作社做
优做强。

景俊海在松原调研时强调

紧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目标
因地制宜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报
道 7 月 27 日，记者从第二十
二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
博览(交易)会组委会、执委会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本届农博会定于8月18日至
27 日在长春农博园召开，会
期10天。

本届农博会以“发展数
字农业、引领产业发展、增强
交易功能、助力乡村振兴”为
主题，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展览模式，围绕农业稳产
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
定安宁，集中展示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示范高新科技成
果，推动农业合作交流，搭建
农产品交易平台，实现农业

高质量发展。
展会期间，线下展区按

照功能划分，共设计“品牌展
销与设施装备、产业示范与
科普教育、经贸论坛与赛事
活动”三大版块41项展示与
活动内容。

本届展会还将开展第十
二届长春（榆树）农民节、全
国百户企业进吉林活动、农
民趣味运动会等系列活动，
以及多个围绕乡村振兴发展
的论坛峰会。同时，依托农
博云商城在线设置“吉林名
优商品贸易展销区”和“国际
进出口商品贸易展销区”，帮
助企业拓展在线交易渠道，
提升参展附加值。

第二十二届长春农博会
8月18日开幕

驻村书记话振兴驻村书记话振兴

连日来，松原市查干湖景区的荷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图为

游客乘船在荷花池中穿行。 记者 郭小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