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东丰县创新工作
理念，充分发挥网红达人、带
货主播等新媒体从业人员的
优势特长，搭平台、优服务、聚
合力，为乡村振兴汇聚源源不
断的动能。

凝聚振兴新力量

数商兴农，广聚人才。秉
持这一理念，东丰县积极推动
实施网络人才培育工程，打造
乡村振兴的“人才引擎”。

近年来，东丰县统战部门
重点挖掘培育一批积极性高、
活跃度强、善于发声的网络人
士作为骨干，列入重点培养名
单，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他
们尽快成长壮大。

打造皇家鹿苑创业园实
践创新基地微信公众号、视频
号等网络宣传平台，进一步夯
实了传播阵地，为网络人士群
体成长壮大创造了良好发展
环境。

成立电商协会，为本土网
络人士提供一个创新创业、助
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舞台。定
期开展网络技能实操培训，
帮助网络人士提升网络创作
能力。

加大乡土网红培育力度，
打造一批包括袁洪涛、付盛等

企业负责人、农民、店主和媒
体主持人等可为东丰代言、具
有东丰特色标签的草根网红
达人，不仅提升了东丰农产
品知名度，还加快了网红、电
商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进
程。

构建振兴新渠道

在实际工作中，东丰县在
促进多元力量整合、多种模式
发力上拓思路、想办法、下功
夫，不断拓宽网络赋能乡村振
兴新路径。

整合平台载体，全方位多
角度支持优质内容创作。依
托本地乡村特色、风土人情和
文化习惯，创作符合居民口味
的优质内容，在快手、抖音、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发布。先
后在沙河镇、横道河镇举办了

“大美东丰·幸福沙河”等大型
文艺演出和线上线下农产品
热销等活动，观众达 2.7万余
人，实现产品销售额 200余万
元。

整合“供销E家”、东丰县
鹿丰源公司、大阳农光旅互
补生态园、梅花鹿产业创投
园等 12 家直播上下游企业，
大力招引网红和直播相关
资源。 （下转02版）

搭
平
台
优
服
务
聚
合
力

—
—

东
丰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
人
才
引
擎
﹄

□
高
子
昂

本
报
记
者
吴
连
祥

 













百度百家号 《今日头条》号

农村版
2023年10月 日 星期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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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诗莹于佳
明 记 者 徐 文 君 报 道 今
年，蛟河市天岗镇通过“三
个聚焦”，盘活集体资产、
有效利用集体资源、发展
特色产业，不断激发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定力、活力、
潜力，走出了一条培育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路
径，呈现出党建引领有看
头、产业发展有势头、干事
创业有劲头的良好发展态
势。

聚焦党建统领，把牢
发展“方向盘”。该镇利用
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有
效时间，召开了 21 个村的
村党支部书记会议，超前
谋划研究2023年村集体经
济发展工作，规划了5个方
面 100 多个项目。根据各
村自身特色和优势产业情
况，科学规划“一村一策”
集体经济增收项目。预计
到年末，该镇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 30 万元村达到 19
个，超 50 万元村达到 15
个，超 100 万元村达到 5
个。

聚焦要素保障，激活
发展“原动力”。聚焦产
业、资源、政策三大要素，
通过政策推动、资金促动、
项目牵动、帮扶联动、示范
带动等措施，着力解决集
体经济组织薄弱、发展缓

慢等问题，不断增强村集
体经济组织“造血”功能。
充分利用好上级出台的各
项政策和资金，有效流转、
盘活土地资源，打造集中
连片种植区域，通过村集
体统一管理或出租，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罗圈村
积极尝试土地托管服务，
由村集体购买农用机械设
备，为村民提供春种、秋收
服务，保证农民收益的同
时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鲜光村也在今年探索实施
土地流转 40 公顷，增加村
集体经济收益5万元。

聚焦创收模式，开辟
发展“新跑道”。大力开展
册外地清缴工作，21 个村
共收缴土地 8834 亩、收取
册外地承包费 54.9 万元。
大力实施“村集体+产业”
工程，依托“灵芝大棚”项
目在春江村新建大棚 63
栋，通过申报项目补贴，销
售灵芝孢子粉等产品预计
全镇增收 200 余万元。利
用朝鲜族村“人少地多”的
特点，在红丰村流转土地
116 公顷，采取“2+4”模式
（即 2 垄玉米 4 垄大豆间
种）开展大豆玉米带状种
植，在保证玉米亩产的情
况下增产大豆，仅此一项
村集体经济可增收20余万
元。

有效利用集体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不断激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定力、活

力、潜力——

天岗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 孙翠翠 报道
10 月 19 日，由省农业科学
院选育的黑豆品种“吉黑13
号”在我省中西部盐碱地、
贫瘠地平均产量超过 5144
斤/公顷。

9 月 28 日 和 10 月 11
日，来自省农业科学院、吉
林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组，对双辽市茂林镇大兴
村占春农机合作社科技示
范 基 地 种 植 的“ 吉 黑 13

号”和“吉黑 16 号”进行了
田间现场实际测产，两个
品种平均产量分别为 5144
斤/公顷和 4254 斤/公顷，
其中“吉黑 13 号”在双辽
市卧虎镇浩然村 40 公顷
盐碱贫瘠示范田，产量达
到 5754 斤/公 顷 ，实 现 我
省自育特用豆品种在盐碱
地贫瘠地产量的新突破。

“吉黑 13 号”和“吉黑
16号”的品种育成人——省

农业科学院专家杨春明介
绍，“吉黑13号”和“吉黑16
号”具有耐盐碱、耐瘠薄、高
产、稳产、耐逆的特点，这两
个品种根系发达，根瘤较
多、固氮效果好，分枝较
多、丰产性好，其蛋白质含
量 分 别 是 42.89% 和
41.42%，粗脂肪含量分别是
19.59% 和 17.80% ，品 质 优
良，营养价值高，价格比黄
大豆价格高20－30%。

公顷产量5144斤

我省自育黑豆品种实现盐碱地平均产量新突破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图们市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的“送演出下
基层”文化惠民活动近日结束。演出团
队自8月23日起深入村屯共演出31场，
受到农民欢迎。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10 月 20 日，延
吉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组
织开展全市“千村比武、竞
相美丽”擂台赛评比活动，
进一步巩固“千村美丽”创
建成果，提升创建质量，营
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此次擂台赛在“九有六
无”创建标准上，围绕乡村

“五大振兴”及“五个全覆
盖”选树样板示范“擂主

村”。活动由各镇推报的6
个示范村通过播放宣传片、
村党支部书记汇报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评比。市乡村
振兴服务中心组织市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
员作为评委进行综合赋分，
其中，评委综合打分占比
90%，日常工作评分占比
10%。

通过综合打分，最终评

选出依兰镇利民村、春兴村
和朝阳川镇太兴村为市级

“擂主村”，他们将代表延吉
市参加州级擂台赛比拼。

此次活动为“千村美
丽”创建工作提供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有
助于示范创建成果的巩固
和提升，为接下来的示范村
创建工作奠定基础。

（延吉市委宣传部供稿）

延吉第二届“千村比武”擂台赛结果揭晓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翻斗车往
来穿梭，挖掘机轰鸣作业，数十名工人加
紧施工……在长双公路鹿双连接线项目
现场，项目经理胡光辉告诉记者，该项目
全长5.206公里，启用各类设备100台，工
作人员260人，目前桥涵下部施工基本完
成，正进行沥青填筑，10 月 30 日保障通
车。

作为长春市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三年
攻坚的开局之年，今年长春市全面推动农
村公路“建管养运”水平提升，以扎实推动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铺就乡村振兴
“快车道”。

目前，全市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已开工
3394公里、47座危桥改造全部开工、安防
工程已开工1248公里。创建美丽农村路
128条，覆盖率达到100%，推荐14条路线
参评2023年吉林省十大最美农村路。截
至8月末，全市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工作已
完成灌缝 9005 公里，处理坑槽 5.5 万平
方米，其他病害处理 2.6 万平方米，整修
路肩边坡 8170 公里，维护排水设施 6404
公里。

按照《长春市农村公路建设养护三年
攻坚方案》要求，长春市相关部门开展多
项督导措施，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并印发通

报、利用电子地图确定建设项目位置、进
度调度等，确保顺利完成年初制定的任
务。通过建立由总路长为第一责任人，
县、乡及村级公路路长或区域路长负责
具 体 路 线 或 区 域 的“ 路 长 制 ”管 理 体
系，实现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全覆
盖。同时，长春市公路管理处及各县
（市）区均已建立智能监管平台，并接
入到全省农村公路智慧管理系统开始运
行。

据介绍，长春市正加快工程项目实施
进度，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推动所有在
建项目10月31日前全部竣工。

长春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