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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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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作社，兴特色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东丰县杨木林镇成功
探索出绿色兴镇、产业富民的
振兴之路。

夏末秋初，四合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的 80 亩芍药花竞
相开放，粉红、雪白、红紫……
美不胜收。过去，四合村集体
经济薄弱，农民致富步伐缓
慢。2021年成立合作社后，村
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的收入
也在逐年增加。村党支部书记
尹洪军介绍，合作社采用“粮药
套种”种植模式，实现“一亩地
两收益”，既保障了“米袋子”，
又鼓了村民的“钱袋子”。目
前，合作社种植山赤芍、桔梗、

苍术、藁本340亩，再加上药田
间种的大豆、玉米，合作社年均
收入40余万元，还为附近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顾家、增收“三不误”。

今年2月，久安村成立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由于处于初
创阶段，村民大多持观望态度，
不敢出资入股，于是，村组干部
带头交钱入股。为了节约成
本，村组干部每天轮流值班，当
起了饲养员、管理员。一只只
羊羔的陆续出生，让大家看到
了希望，干起活来也更有劲了。

兴特色产业，活一片经济，
富一方农民。随着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经济组织的
兴起，在杨木林镇这片沃野上，

忙碌而又和谐的景象随处可
见。

走进双太村洪林养殖专业
合作社，一栋栋整洁干净的养
牛场映入眼帘。工人忙着清理
圈舍、添加草料、清扫杂物。合
作社成立于 2022 年，按照“党
支部+农户”发展模式实行产
业化经营，实现村集体、合作社
成员双增收。合作社现有基础
繁殖母牛39头，运营良好。

各类专业合作社发挥创业
带富能力，不仅为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成员提供了稳定的收
入，还为周边村民带来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农闲时节，大家
不再外出打工，而是稳稳地守
在“家门口”，就有可观的收入。

绿色兴镇 产业富民
——杨木林镇新经济组织带富一方

□贾明伟 冯有为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周晓羽 记者 郭
小宇 报道“以前这条路是雨
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遍地
坑洼，实在不好走，现在改扩
建后，路面平整宽阔，大大缩
短了路上时间，真是太方便
了。”站在新建成的刘德公路
上，德惠市岔路口镇张大哥高
兴地对记者说。

打通乡村振兴的“毛细血
管”，让一条条笔直秀美的农
村公路在德惠大地上延伸。
2022 年以来，德惠市委、市政
府大力实施通屯硬化路和农
村公路“老旧路”改造工程，进
一步织密农村公路网。从城
区到乡村、从国省干道到村屯
小路，一条条公路纵横交错，
成为农村群众出行和致富的
幸福大道。

刘德公路是通往岔路口、
大房身等乡镇的必经之路，在
2019年之前，这条路因年久失

修，让过往的司机和周边村民
苦不堪言。为了改善路况，
2019年9月，德惠市决定投资
9000余万元，对该公路大房身
镇高台子村至岔路口镇镇区
段进行改扩建，全长24公里，
路基宽 8.5 米，路面宽 7 米。
建成通车后，大大提升了农村
公路的路网结构，为群众出
行、农产品运输带来了极大方
便。

眼下正值建设施工黄金
期，在公路建设施工现场，工
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施工
进度。不同标段错峰施工，正
在养生路段，利用养生间隙时
间，加快安全警示标识建设；
养生期结束的路段，正在进
行沥青混凝土的铺筑；完成
沥青混凝土铺筑的路段，已
经开始进行交通标线的施
划。

近年来，德惠市聚焦乡村

振兴，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
路建设和改造，加快实施“四
好农村路”建设，进一步完善
便捷高效的农村公路路网。
在建设过程中，各乡镇（街）及
相关部门认真履行责任，实行
主要领导负责制。由市交通
运输局负责落实项目各项工
作，抓好工程进度、工程质量
及安全生产管理。各乡镇政
府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建设
项目的附属工程和保障工作，
并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恢
复公路两侧边沟，完善村屯过
境段的绿化排水，完成“路田
路宅分离”。仅2022年，实施
县级公路改造、通屯硬化路建
设、农村“老旧路”改造就达到
623.8 公里，改造农村危桥 15
座。

今年，德惠市进一步加大
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力度，
组织实施乡村公路畅通工程

三年攻坚，计划利用 3 年时
间，完成 1500 公里农村公路
建设工程。其中，2023年实施
农村公路新建、改建项目共计
1031 公里，总投资 11.6 亿元，
覆盖全市 18 个乡镇街。目
前，今年计划施工的项目已全
部开工，项目完成后，全市自
然 屯 通 屯 硬 化 率 将 达 到
100%，域内九王公路、九大公
路、德前公路等主干道路将全
部得到修缮，在改善群众出行
环境的同时，农村公路路网服
务功能显著提升。

乡村公路畅通工程的实
施，市区、各乡镇街、村屯之间
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高，平整
宽敞的公路直接通到村民家
门口，也通到了田间地头，不
仅提高了群众的出行质量，也
为农产品运输，发展致富项
目，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优
质的交通运输保障。

建好农村公路网

德惠铺就乡村振兴路

本报讯 王姗姗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为
进一步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蛟河市认真组织开展防返贫监测帮扶工
作，通过超前制定最低收入标准、建设收
入预采系统等措施，不断提高脱贫户及监
测对象收入，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目标。

早谋划，制定最低收入标准。2022
年，蛟河市超前制定脱贫户及监测对象的
人均最低收入标准，即人均收入不低于
8000元。配合收入预采工作，对于收入达
不到8000元的脱贫户和监测对象进行有
针对性的帮扶，包括低保提标、发放奖励
补助、收益资金倾斜等方式。同时，对于
收入仍不能达到标准的，由市级下拨项目
收益资金，专项用于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提
高收入。

预采集，建设收入预采系统。为便于
乡镇街工作开展，建设脱贫户及监测对象
收入预采系统，精准围绕脱贫人口收入，
从收益资金管理、到户政策和帮扶、收入
管理三个方面建立电子数据库。从2023
年开始，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收入实行每季
度采集录入，通过系统数据进行数据分
析，确保及时发现可能存在收入降低的情
况。目前，已完成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前三
季度收入精准采集工作，并录入到蛟河市
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和收益资金管理系统，
共纳入监测对象116户277人，消除风险
20户46人。

抓帮扶，带动就业稳定增收。下发
《蛟河市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十三条措施》，

明确推动脱贫人口参与庭院经济、帮扶车
间、发展产业等方式进行增收，要求各乡
镇街用活用好奖补政策，开展消费帮扶。
建立收入万元以下及收入降低人员台账，
逐户摸清收入降低原因并制定2023年增
收措施，采取开发岗位、发放生活补助等
方式进一步增加收入，同时安排整市项目
收益资金补足收入缺口。截至目前，全市
共开发村级公益岗位 2547 个，发放工资
504.75万元；办理脱贫户及监测对象小额
信贷 213 户 787.9 万元；帮扶车间务工 22
人。

夯基础，全面推进基层工作。为夯实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工作，从3月
份开始利用3个月的时间，分市、部门、乡
镇三个层次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基础工作攻坚行动，补齐工作短板，夯实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工作。组织
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市级分管领导对
各乡镇街和行业部门工作情况进行调度，
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激活力，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在全市
脱贫户中开展以“小养殖、小庭院、小买
卖、小手工”为主要内容的“四小工程”到
户产业项目，鼓励脱贫户通过自身发展

“四小工程”激发内生动力，增加收入。今
年进一步加大庭院经济发展力度，补贴标
准从每户最高 4000 元提高到 5000 元。
目前，进入第四批庭院经济验收收尾工
作，截至目前共为脱贫户、监测对象及
超前监测户发放 1815 户 289.1 万元补贴
资金。

抓好五项措施

蛟河做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工作

梅河口市宝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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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学贵 记者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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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9 月 11 日至 12 日，第
37届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
节暨 2023 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在抚松县举行。
专家学者、企业家齐聚抚
松，赏文艺、品文化，谈产
业、议发展，汇集百家之智，
做大做强人参产业，打造

“林海参乡”品牌，推动全省
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加
快建设中国人参示范区。

9月11日，第18届参王
大赛及第 9 届传统民俗“开
秤节”同时举行。在参王大
赛活动现场，体态优美、参
味浓厚的园参和野山参熠

熠生辉、光彩夺目。经过专
家评审的仔细评定，园参参
王和野山参参王诞生。参
王大赛是抚松长白山人参
节金牌赛事，受到广大参
农、企业、市民的高度关注，
使更多群众了解了人参的
生长环境、人参的功效和如
何鉴别优质人参等知识，让
参乡人民更加关注抚松人
参，更好地宣传普及人参
知识，提高抚松人参之乡
及人参产业的知名度和享
誉度。

白山市立足当下、布局
未来，开创“人参+”全产业
链新模式，加快推动人参产
业高级化、产品高端化、品
牌驰名化，全力推进现代人

参产业生产、加工、经营三
大体系建设，打造国家级人
参产业集群，扛起振兴国家
中医药产业、打造吉林省千
亿级医药健康优势产业的
使命。

近年来，抚松县构筑以
政策为突破口，以金融为保
障，以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为支撑的人参全产业链配
套体系，研发出人参肽、人
参叶滴丸、中草集参仙水等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精
深加工产品，人参食品、饮
品、药品、化妆品、保健品等
五大系列600多种产品远销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现已形成
人参种植、加工、研发全产
业链体系，以人参为主的医
药健康产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2022年，全县人参全产
业 链 交 易 额 达 174.46 亿
元。万良人参市场鲜参交
易量为 3.4 万吨，鲜参总交
易额为28亿元，干货交易额
30亿元。

9月11日晚，在第37届
中国·抚松长白山人参节开
幕式上，举办了“一山两江
筑梦参乡”大型主题广场
嘉年华晚会，展现长白山
地域文化、人参文化等，歌
伴舞、情景剧、参王颁奖等
节目精彩纷呈，令人目不
暇接。

第 37 届 中 国·抚 松 人 参 节
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