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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
道 今年以来，蛟河市全方位推
动家庭医生签约，已累计投入
30多万元，为签约居民提供上
门治疗、随访管理、健康教育
及健康检查等服务。

为加速家庭医生体系建
设，蛟河市建立起县、乡、村三
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网络。
全市10家乡镇卫生院、6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219 所村卫
生室和两家公立医院以医联
体为平台，共同组建了 92 支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502 名医
护及相关技术人员参与。这
些团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
咨 询 和 中 医 干 预 等 综 合 服

务。
在“世界家庭医生日”等

时间节点，该市开展系列家庭
医生签约宣传活动，并通过网
站、公众号等媒体平台推广

“吉林家庭医生”小程序和“吉
林 省 家 庭 医 生 网 上 问 诊 平
台”。截至目前，蛟河市已签
约 202269 人，占常住人口的
62.77%；其中重点人群签约
120361人，签约服务覆盖率达
94.96%。

对签约居民，家庭医生结
合他们的基本健康状况，通过
面对面、点对点的方式，以及
微信群和电话沟通等手段，提
供健康评估、疾病预防等针对
性健康咨询服务。

蛟河大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报讯 王哲 陈宝林 记者 隋
二龙 报道 冬日，走进通榆县兴隆
山镇农民金山和李凤荣夫妇的黏
豆包制作车间，热气扑面，空气中
弥漫着豆包的香甜味道。

车间里，几名工人动作麻利地
捣豆馅、包豆包，忙得热火朝天。
另一边，一层层笼屉高高码在蒸箱
里，一屉屉即将出锅的豆包冒着白
气，灶里柴火正旺，随着攥包、蒸
煮、包装等工序，热腾腾、黄亮亮的
东北黏豆包新鲜出炉。

这里的黏豆包采取传统手工
制法加工而成，色泽黄亮，口感粘
甜，带着淡淡清香，是百姓十分喜

爱的食品之一。
黏豆包也是东北的季节性美

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年饽饽”。
金山和妻子李凤荣，正是瞄准这一
商机，通过发展黏豆包产业，闯出
了致富新天地。

眼下正值寒冬，是东北农村
“猫冬”的时候，金山夫妇的黏豆包
加工厂却迎来旺季。妻子李凤荣
正和几个姐妹熟练地包着黏豆
包。拿面、攥实、放豆馅、捏合，不
一会儿，一个漂亮的黏豆包就包好
了。

金山十分看重产品质量和信
用，坚持传统手工制作。虽然现在

规模扩大了，条件改善了，但使用
大黄米、小筛子、木头绊子、大蒸锅
的传统工艺和手工制作方式依旧
没变。

为了让全国各地消费者品尝
到儿时记忆中的黏豆包味道，他们
还设计了礼盒装，使小小黏豆包从
兴隆山镇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如
今已经远销上海、成都、北京等地。

兴隆山镇村民冬闲变冬忙，小
豆包粘着乡情，粘着乡愁，粘出了

“大产业”。现在全镇黏豆包加工
作坊已有 20 多家，手工制作让小
镇黏豆包远近闻名，成为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的“金豆包”。

冬闲变冬忙

兴隆山镇“小豆包”做成“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 隋二龙 报
道 11月29日上午，东辽县室
外温度达到零下13摄氏度，
但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正
在火热进行。在 建 安 镇 4
标段东壁村的施工现场，
挖掘机传出隆隆声响，工
人在河沟中破冰施工，将
装好的石笼网箱按照要求
埋入河底。

“从11月14日进场建设
以来，每天有20多名工人从
早上 6 点半开始施工，一直
工作到下午5点左右。我们
为工人统一配备了棉鞋、手
套等保暖用品，同时调动挖

掘机2台、铲车2台、自卸车2
台，全力推进工程进度。每
天使用石料约 200 立方米，
可推进石笼网箱铺设100米
左右。”机耕路防护工程的现
场技术员杨洪伟说。

据了解，该标段目前已
经完成建设任务 900 米，剩
余 1500 米将在 12 月 20 日前
完成。

“农田防护工程属于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一部
分，我们只有在农闲时候才
能推进这部分工程建设，建
成后可防止农田土壤被水冲
刷流失，现在全县 9 处工程

都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东
辽县农田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肖俊军介绍。

东 辽 县 耕 地 保 有 量
173.4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
田为 125.5 万亩。已建成高
标准农田 122.39 万亩，占耕
地总面积的 70.58%。目前，
正在实施 2023 年高标准农
田新建工程及高标准农田工
程化管理项目，预计2024年
7月份完工。届时，全县高标
准农田将达到 130.66 万亩，
占耕地总量的75.5%。

从“ 基 本 田 ”到“ 高 产
田”，东辽县打响冬季会战，

全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施
工。通过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进度和质量的督查，强化
日进度调度，全力推动项目
建设进程。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
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的一项重要举
措，也是推动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基础工程。建
设内容包括田、土、水、路、
林、电、技、管综合配套。我
们将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
目标，全力加快高标准农田
建设进度。”放眼快速掘进的
施工现场，肖俊军十分兴奋。

打响冬季“会战”

东辽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

本报讯 祖维晨 报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关于“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
体系”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
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
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健全分层
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全省社会救助
工作高质量发展，11 月 29 日，我省在吉林
市召开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暨

“智慧救助”模式推广现场会。
会上，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人社厅、

省住建厅、省医保局结合部门职责介绍了
工作情况及下步举措；吉林市、长春市和抚
松县就本地推进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建设情
况作经验介绍。

近年来，全省民政部门根据救助对象
困难程度和致困原因，着力构建收入型困
难群体、支出型困难群体和临时遇困对象
三个救助圈层，会同相关部门给予分类救
助帮扶，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分层分类社
会救助体系。在全国率先建立省级层面综
合量化评审指标体系，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项目扩大到9个部门19类信息。实施类别
化、差异化救助，对一般低保对象实行“补
差式”救助，老幼病残等人员按一定比例增
发低保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全部签订照
料服务协议。建立省定最低指导标准机
制，确保保障标准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达到月人均612元
和 445 元，比“十三五”末分别提高 12%和
22%。79.9 万城乡低保对象、8.6 万特困供
养人员得到有效保障。用活措施救急解
难，累计对20.4万户城乡特殊困难家庭给
予取暖救助、为134万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一
次性生活补贴4.07亿元，民生兜底保障安
全网更加密实牢靠。

兜
住
兜
准
兜
好
民
生
底
线

我
省
推
进
分
层
分
类
社
会
救
助
体
系
建
设

11月30日，大蒲柴河至烟筒山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桦甸市

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大蒲柴河至

烟筒山高速公路作为延（边）长（春）

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全长191.374公

里，是纵贯我省中东部的重要通

道。 记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