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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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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还记得我吗？我是小
胡，文虎啊！”

“咋能不记得，你对我们一家的
好，到啥时候都会记在心里。”

10月24日，霜降。
已经回到原来工作岗位的胡文

虎，仍然惦记着富强村60多岁的脱
贫户尹广彬身体状况，打电话嘘寒
问暖。

现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信息
中心副主任职务的胡文虎，2021年6
月经个人申请，省中医药管理局党
组研究，报请省委组织部审核批准，
被派驻到大安市烧锅镇乡富强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首先要驻“心”。胡文虎从
来到富强村那天起，便把身心交给
了这里。他带领工作队以新时代吉
林党支部标准体系（BTX）建设为抓
手，守牢防返贫一条底线，完善服务
群众“五项机制”、突出“政策衔接、
产业振兴、环境整治、乡村治理”四
大主攻方向，组织党员为富强村发
展出谋献策，为建设“产业兴、生态
美、环境优”的新富强村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

如何把所学知识和单位资源转
化成服务基层实践，胡文虎带领工

作队以“乡村振兴，医疗先行”为主
题，力求解决村民急难愁盼问题。
创新工作思路，发挥中医中药资源
优势，积极协调投入3万元，为富强
村搭建起与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直
接连线的中医远程会诊平台。为65
岁以上老人建立中医健康档案，通
过远程会诊平台多次为村医进行省
级专家医疗培训，并将中医良方、辩
证方法倾囊相授。

工作队还针对富强村患病需转
诊村民开通三甲医院“绿色就诊通
道”，每年度至少组织一次“乡村振
兴医疗先行”健康义诊赠药活动，使
村民小病、慢病不出村即可享受国
家三级甲等中医院的优质医疗服
务。在保障村级中医中药服务能力
的同时，协调100万元为大安市基层
中医院打造康复能力提升项目，协

调 200 万元为大安市基层中医院建
设“两专科一中心”项目。

为了让“小积分”引领“大德
治”，胡文虎带领工作队坚持以积分
制推进乡村治理，引领乡风文明，推
广运用积分制，围绕人居环境、移风
易俗、社会公德等内容，将村规民约
与积分制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解
决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天价彩礼、
薄养厚葬、家教空缺等陋习弊病，实
现“积分改变习惯、美德深入人心、
邻里关系融洽、树立文明新风”的目
标。投入资金3万元，重点打造“富
强村积分超市”，全面推行村民积分
制管理，以兑现奖品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

“进了村就是村里人，服务村民
是我的职责。”一次，胡文虎在入户
走访了解民情民意中，知道村民尹

广彬夫妻双双患病，尹广彬为三级
肢体残疾人，行动十分不便，妻子动
脉血栓后截肢，家庭医疗费用负担
较重。胡文虎第一时间与村两委商
讨对策，将情况形成申报材料。按
规定报销部分治疗费用的同时，又
申请爱心救助金以及全额减免假肢
费用，协调爱心企业为其量身定制
添加助力项目，发放药品与生活物
资。经济负担小了，尹广彬的精神
压力也减轻不少。他逢人就说：“文
虎这孩子仁义，把我们当亲人一样
对待。”

这两年，胡文虎不仅协调社会
力量投入资金、物资达60余万元助
力富强村发展，还拿出2万余元个人
生活补助帮助村民，把对村民的赤
子之心转化成为村民服务的实际行
动。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
随着驻村工作的有序开展，胡文虎
依托富强村中油坊，开展第一书记
代言。通过订单，每年销售特色农
产品利润达10万余元，为村集体实
现可持续性增收；协调社会力量，吉
兴牧业根据富强村实际情况量身制
定帮扶项目，为脱贫户捐赠 162 只
价值 32.4 万元的繁殖基础母羊，选
择返乡创业田瑞家庭农场为该项
目统一饲养基地，发展创新养羊产
业。

在保障脱贫户增收增产的同
时，胡文虎再次协调经费5万元，为
村集体打造林地养鸡项目。与农场
建立战略合作，持续保障村集体年
增收4万元。深入实施“秸秆变肉”
工程，目前，全村养殖户达到 60 余
户，养牛 600 余头，养羊 3000 余只，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胡文虎：帮村助农暖民心
□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本报讯 王伟 报道 10 月 24
日，全省肉牛产业推进大会在梨
树县举办。长春市、四平市、松原
市、白城市、延边州政府对“秸秆
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进
展情况分别汇报。

会议指出，实施“秸秆变肉”
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是省委、
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
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富民
强省的标志性、引领性工程。自
工程实施以来，全省肉牛产业取
得突破性进展，政策体系不断健

全、产业规模迅速扩大、项目建设
强势推进、科技支撑能力显著提
升、金融服务保障更加有力。

会议强调，加快推动肉牛产
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抓好五个方
面工作。一要夯实养殖基础，持
续提升标准化、规模化水平。二
要做强全产业链，持续提升整体
发展效益。三要强化科技支撑，
持续提升产业发展后劲。四要加
强农牧循环，持续提升绿色发展
水平。五要突出政策支撑，持续
提升要素保障能力。

全省肉牛产业推进大会举办

本报讯 王伟 报道 10
月14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专家，对省农科院承担的吉
林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示
范推广（产业技术体系）项
目——吉林省不同区域玉
米吨粮田模式构建与示范
在公主岭市张家街吉林省
原种繁殖场建设的玉米密
植强化栽培攻关田进行现

场测产验收。按照14.0%标
准含水量计，品种“吉单63”
和“迪卡159”两个田块的平
均产量分别为 1017.34 千
克/亩 、1043.55 千 克/亩 。
其中，我省自主知识产权品
种“吉单 63”在中部半湿润
区创造了超吨粮的纪录，是
近年来自育品种的又一次
重大突破。

此次吨粮田的新突破，
是我省良种、良法、良田、良
机有机融合新模式应用的
结果。优化集成的新模式
系统组装了“秸秆还田+
秋季整地、精选品种+二
次包衣、高密种植+单粒
精播、化控调节+综合植
保”等关键技术 ，以亩产
吨粮为目标，形成区域稳

定 高 产 强 化 栽 培 技 术 模
式，助力玉米单产提升工
程 。 这 是 国 家 与 省 玉 米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全 方 位 合
作，应用体系最新技术成
果 在 我 省 不 同 生 态 类 型
区 建 设 高 产 示 范 方 的 典
型，为全省“千亿斤粮食”
产 能 建 设 工 程 提 供 了 科
技支撑与大田实证。

我省中部雨养区玉米吨粮田建设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 李玲 刘伟 金洪
石 报道 金秋时节，延吉市 1.3
万余公顷玉米进入收获期，成
熟饱满的玉米压弯秸秆，4 个
镇的农户都在紧张忙碌地收获
着一年的成果，台台收割机齐
上阵，确保秋粮安全有序收获。

在朝阳川镇德新村的一处
农田里，村民尹明洙正和家人
一起进行机械收割作业。他们
使用的玉米收割机不仅一次可
以收割 4 垄玉米，还能一次性
完成玉米秸秆收割、粉碎和玉
米棒分拣，玉米棒装满运粮车
后，直接送到晾晒场。

德新村有旱田 675.55 公
顷，册外地210公顷，主要种植
玉米。今年，天气条件良好，有
利于玉米生长，农户及时强化
田间管理，进行病虫害防治，玉

米籽粒饱满，迎来大丰收，村民
喜笑颜开。

“今年是丰收年，雨水够
用，玉米产量特别好，产量相比
去年高很多，亩产两千五六百
斤，一亩地得高出来四五百斤，
太高兴了！”尹明洙笑着说。

玉米是延吉市主要种植的
粮食作物之一。今年，全市玉
米、水稻、大豆和其他粮食作物
总播种面积为17200公顷。其
中，玉米播种面积为 13680 公
顷，占比约80%。

为加快秋收进度，延吉市
农业农村部门及各乡镇全力做
好农机具调度和安全检查，科
学统筹386台玉米收割机上阵
作业。目前，玉米收割仍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预计11月20日
左右结束。

延吉1.3万公顷玉米喜获丰收

梅河口市双兴镇楼山村认真落实“双

百”“双二百”工程，根据村域特点，引进优

良品种黄牛，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发

展优质种植养殖产业。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眼下正值水稻收获高峰时期，为
保证粮食颗粒归仓，近日，磐石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黑土地保护
监测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下乡开
展秋收技术指导工作。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群众科学进行水稻收获，对于
水稻易倒伏品种，要根据成熟情
况及时收获，降低掉穗、触地霉
变风险，减少穗粒损失，确保稻

米品质。据了解，磐石市今年水
稻秋收机械化水平高，技术人员
指导农户利用机械化收割的同
时，科学做好减损工作，确保粮
食颗粒归仓。

近年来，磐石市始终把粮食
产能提升摆在突出位置，认真贯
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不断加强农业技术宣传指导，为
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带动农
民增产增收。

磐石：抢抓时机保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