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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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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笔记

本报讯 孙翠翠 报道 10月
27日，我省召开盐碱地综合利
用新闻发布会。去年以来，我
省谋划实施盐碱地综合利用土
地整治项目 145 个，计划新增
耕地面积 70 万亩，实现种植
49.4万亩。

我省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
源总面积达 678 万亩，集中分
布在西部白城、松原两市。

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资
源优势，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落实“藏粮于地”战略要
求，着力健全完善政策体系，编
制工程建设规划，稳步拓展农
业生产空间，扎实推进盐碱地
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努
力把吉林西部打造成国家盐碱
地综合利用示范区，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强化政策支撑。在全国率
先出台关于盐碱地等耕地后备
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文件，从
项目管理、前期工作、工程实
施、竣工验收、后期管护等方面
进行规范，对社会资本参与盐
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
模式、准入条件、退出机制等提
出明确要求，为全省开展盐碱
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提
供了政策支持和工作指引。

强化规划引领。全面摸清
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编制
了《吉林省盐碱地等耕地后备
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建设方案》，
按照“以水定地”原则，根据水
土匹配情况，科学确定年度、近
期、远期建设目标，明确建设布
局、建设内容、实施计划、实施
流程，将新增耕地建设具体落
实到地块和项目，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强化技术支持。在大安市建立了5000亩盐
碱地改良示范基地，邀请技术单位进行改良技术

“比武打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吸引省内外多
家科研院所、技术团队，长期在西部地区从事盐
碱地改良技术研究和种植实验，积累一批成熟技
术和实践经验。

强化项目管理。健全完善管理办法，制定标
准，对包含盐碱地综合利用项目在内的土地整治
项目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全周期的监督管理，确
保新增耕地能够长期稳定利用。

强化示范带动。我省自然资源、发改、水利、
农业农村、财政、科学技术、林业和草原、生态环
境等多部门联动，会同相关市县政府，统筹推进
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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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潘天月 记者 侯春
强 报道 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
好景丰收时。眼下，正是玉米收
获的季节，“金色”成为广袤黑
土地上的主色调，一幅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产业振兴的壮
美画卷正在梨树大地徐徐展
开。

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
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
地核心示范区，大片的金黄色让
秋收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在
田间作业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奏
响了“丰收进行曲”，一排排高耸
挺立的玉米秆被卷入收割机中，
摘穗、剥皮、秸秆粉碎等工序一
气呵成，颗粒饱满的玉米棒从传

输出口倾泻而出，随后，在拖拉
机的接驳下，收获后的玉米被送
到晾晒场。

据了解，该示范区秋收工
作现已陆续开启，将采取分段
收获方式，在保证品质的前提
下，确保粮食应收尽收、颗粒归
仓。

从一张张笑脸中可以看出，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丰收的
背后，是梨树县多年来立足资源
禀赋和区位优势，大力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不断丰富“梨树模式”
内涵的积极探索。如今，梨树县
在科技的支撑下正蓄势待发，向
着全省“千亿斤粮食”目标不断
迈进。

秋收进行时

梨树：“丰”景美如画

本报讯 记者 隋二龙 报道 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夯实“十百千万”工程和镇
村“双百”“双二百”工程成效，助力
二茬菜起收和销售工作，10月27日，
梅河口市妇联开展“情暖金秋、爱满
梅城”助力二茬菜起收和销售活
动。各街道妇联副主席、巾帼志愿
者及市妇联全体机关干部，共80人
参加活动。

今年8月，梅河口各乡镇街“巾
帼助农团”就开始陆续参与到助收
工作中，确保颗粒归仓，不误农时。
10月24日“巾帼助农团”下沉到新合
镇百亩蔬菜种植基地，与村民一同
起收白菜，用实际行动助力村民快

收、丰收。仅两天时间就起收大白
菜1.1万斤，并运送到售卖现场。

27日的销售活动现场分为三个
环节，巾帼志愿者在老师的指导下，
各自分工，热情满满，将起收的鲜白
菜制作成辣白菜、腌制酸菜和各种
小咸菜、烩白菜五花肉粉条。大家
在面点师带领下分别制作老式面
食，烫面蒸饺、蜂蜜麻花、开花馒头、
奶香烙饼和花样面点蜜桃馒头等。
再就是将制作好的菜品按照5角区、
1 元区、2 元区、3 元区对辖区居民、
困难家庭开展义卖。

销售现场巾帼志愿者积极“招
揽”顾客，讲解、收款、包装大家亲手
制作的菜品，得到了辖区居民的一

致好评，温暖与爱的力量在现场传
递。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为出发点，密切了党群
关系，让居民感受到党的关怀和

“娘家人”的温暖。
梅河口市妇联将充分发挥妇联

组织优势，号召引领妇女群众参与
到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中，让巾帼
志愿红飘扬在基层一线。同时，持
续发挥志愿者小分队力量，使各项
关爱服务常态化，用“真心”做好困
难救助，用“贴心”关爱困难妇女，用

“爱心”呵护留守儿童，用心用力用
情为加快梅河新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示范区贡献巾帼力量。

情暖金秋 爱满梅城
梅河口市妇联开展助力二茬菜起收和销售活动

“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
化人、成风化俗。”秉持这一目
标，集安市头道镇高质量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合理
规划功能布局，因地制宜整合资
源，实施精细化管理，创新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为乡
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筑牢基础 建设多彩家园

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建设以来，头道镇以党的二
十大精神为指引，持续加大投
入，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为群众
打造多姿多彩精神家园。

在精神文明实践场所建设
中，镇党委精心选址，把场所建
在人口集中、人气旺盛的地方。
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建设，实现有
固定场所、有统一标识、有专人

负责、有工作制度、有活动项
目。镇区和各行政村都建有室
内、室外活动场所。其中，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室外活动场所
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辐射“三
村一社区”，直接受益群众5000
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室内活
动场所分布在各村，设有会议
室、农家书屋、活动室，室外均建
有文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材。

目前，全镇已建成1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18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全覆盖。在“吉事办”完成
注册的志愿者548人，有服务时
长的志愿者达72%。

多彩活动 培育新风正气

为了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走深走实，镇党委积极搭建理论
宣讲、体育健身、爱国教育、网红
创业、科技助农等服务平台，真
正让资源活起来、设施用起来、
人气聚起来、文明育起来。

走进梨树村“妇女微家”，室

内歌者中气十足、演奏者聚精会
神；庭院里，舞者灵动多姿，观众
拍手鼓励，一幅“最美夕阳红”的
画卷展现眼前。

在长河村，村干部家变成
“宣讲室”，不仅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开辟了阵地，还为群众活
动提供了场所。“讲者”和“听众”
围着炕桌面对面讲授，近距离互
动，增进了感情。

如今在头道镇，妇联微家、
康乐家园、文化广场等场所，都
根据不同人群需求，打造特色项
目，提供个性化志愿服务，受到
群众的好评。“百姓名嘴”、村医、
退休教师组成多个志愿服务队，
深入村屯服务群众。其中，“百
姓名嘴”以面对面、心贴心、实打
实的传播方式进行宣讲，使崇德
向善，团结互助、勤俭自强的正
能量不断发扬光大。

志愿服务 贴心温暖群众

在文明实践活动中，镇党委
广泛动员镇机关、各村党员志愿

者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把密
切联系群众和服务群众作为实
践活动的根本，实打实为群众排
忧解难。

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
形式，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环境整治、健康义诊、法律政策、
科普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20余
场。志愿者走进田间地头、走进
困难家庭，与群众面对面沟通交
流、心贴心纾困解难，切实为群
众送关怀、送服务、送温暖。截
至目前，收集群众微心愿 120
条，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109
个。

文明实践无止境，培育风尚
路悠长。镇领导表示，要充分发
挥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教育服
务、科技与科普、健身体育等服
务平台的作用，推进队伍建设和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切
实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打
造成引领群众、宣传群众、组织
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主
阵地。

培育新风正气 打造多彩家园
——集安市头道镇创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纪实

□ 王纹文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