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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长春市双阳区
坚持以科技力量为抓手，积极搭建聚才、聚
智、聚力平台，促进产才融合发展，赋能乡村
产业振兴，推动形成“人才聚-科技兴-产业
强”的良性循环。

搭建科普宣传平台。建立“长春市乡村
振兴工作站”，畅通科技部门与乡村生产一线
交流渠道，促进专家与农企、农户有效对接，
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指导，推动优
质科技科普资源深入农村、服务农民。

搭建科创赋能平台。扎实推进科创专员
等科技帮扶项目，加强与吉林大学、吉林农业
大学、吉林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合作，围绕企
业需求，向奢爱良蔬、吉诺生物等 10 余家企
业选派科创专员近 20 名。充分发挥长春农
科院9名科技特派员作用，对全区12个脱贫
村开展科技帮扶。鼓励引导域内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人才交流等
方面开展合作，奢爱良蔬与吉林省农科院围
绕羊肚菌土壤环境检测及栽培应用进行联合
攻关，国信现代农业与省市科技部门和吉林
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高校在技术更新、项目
研发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搭建科技服务平台。加快推进科技小院
建设，与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共建梅花
鹿、水稻、生态农业等科技小院3个，引入4名
副教授以上职称导师进驻，开展养殖技术培
训20余场、培训人数500余人次，组织现场观
摩活动2次、观摩人数200余人次，深入养殖
户开展技术指导100余次，提供技术服务咨询
超万次。

以科技力量为抓手

双阳区搭建科技服务平台

本报讯 彭太丽 记者
郭小宇报道 为进一步倡
导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
风尚，在第 29 个“世界读
书日”来临之际，靖宇县
靖宇镇联合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县育
红小学共同开展“春日芳菲·书香致远”主
题阅读活动。

活动当天，40 余名小学生早早来到社
区，根据阅读喜好来到书架前，精心挑选自

己喜欢的书籍开展阅读，相互交流读书心
得，一起分享知识大餐，现场气氛十分活
跃，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惠民、全民
阅读及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2012 年，

靖宇镇联合社区积极打造“书
香社区”，充分发挥书屋作用，
致力于培养未成年人 阅 读 习
惯 ，学 习 传 统 文 化 ，实 现
课 堂 和 社 区 实 现 互 联 、互

通 、互 动 。 目 前 ，累 计 收 集 各 类 图 书
3000 余 册 ，囊 括 农 业 、科 技 、法 律 、文
化 、少 儿 等 内 容 ，设 专 人 管 理 ，每 周 开
放 时 间 不 少 于 40 小 时 ，覆 盖 群 众 近 1.6
万 人 。

靖宇镇开展主题阅读活动

本报讯 于千一 姜雪莲 记
者 郭小宇 报道 难题“议一
议”，民心“聚一聚”。为充分
发挥居民的自治作用，增强居
民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长白县
长白镇统筹四个社区，聚焦民
生实事，凝聚社会力量，每月
组织开展一次“周末议事会”
活动。

针对电动车乱停、楼道
“飞线”充电等问题，民主社区
联合长白镇工作人员、辖区居
民代表、物业代表、社区民警、
消防大队等部门召开“周末议
事会”，各部门代表围绕电动

自行车安全规范停放、安全充
电等方面开展讨论和协商，社
区制定解决措施，协同物业工
作人员、城管大队、“三长”、志
愿者，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
传、隐患巡查劝导、楼道清理
整治等工作，共同守护居民生
命及财产安全。

长松社区为做好社区居
民养老服务，联合派出所、机
关工委、政府办、卫生健康局、
林业局、物业企业代表、居民
代表、志愿者代表等相关部门
和群体，在医养结合、互助养
老、建立养老帮对帮扶机制等
方面提出见解，联合多部门为

老年人提供代买代办、上门服
务、应急帮助、心里疏导等服
务，积极推进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切实提升辖
区居民生活品质。

绿江社区开展以“邻里互
助自治，共建美好家园”为主
题的“周末议事会”，组织居民
代表、楼栋长代表、单元长代
表、业委会代表等相关群体参
加。大家纷纷建言献策，分析
小区现状，制定解决措施办
法，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及物业
等相关部门对社区常态化问
题进行整治管理，不定期对社
区乱堆乱放等问题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立行整改，努力构建
居民心中理想的小区生活环
境。

塔山社区开展以“写好民
情日记，办好民生实事”为主
题的“周末议事会”，邀请居民
代表、党员代表、物业公司、网
格员、社区民警等相关群体参
会，针对大家提出关于社区治
理和社区服务等问题，社区表
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居民的沟
通联系，及时记录和反映民
情，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不断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确保每件民生实
事都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长白镇“周末议事会”聚焦民生实事

近日，珲春市林业局分别在青少年活动中心和第五小学开展以“完善保

护体系，护佑候鸟迁飞”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旨在提升青少年的湿地保护意

识。 记者 侯春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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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无限好，大棚绿意浓。
走进双辽市柳条乡厚俗村蔬菜种植基

地，一栋栋大棚排列有序，棚内黄瓜、豆角、西
红柿长势良好，一幅绿意盎然的新图景徐徐
展开。

村民说，村里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兵支
书”侯建忠。

侯建忠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在外打拼多
年。2020年，侯建忠辞去了优厚的待遇返乡
发展，同年，他毅然挑起了村党总支书记一
职，成为厚俗村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村党总支
书记。

刚回村时，厚
俗村集体经济负
债130万元。2021
年，侯建忠领办创
办合作社。“受传
统耕种模式影响，
村民不愿意拿出
自己的土地入股
合作社。当时村
集体没钱，工作举

步维艰。”侯建忠回忆刚回村领办合作社时的
场景，感慨万千。

“土地入股合作社，每公顷保底价格 1.5
万元，超出产量还有分红，旱涝保收，比自己
种地划算。”有侯建忠的承诺，合作社起初承
包31公顷农田种植玉米。

侯建忠算了一笔账，“合作社采用水肥一
体化模式，1公顷投资大约9000元，加上保底
价格1.5万元，每公顷总投资2.4万元。”

向科技要产量，向产量要效益。合作社
采取大垄双行节水灌溉模式，水肥一体化，31
公顷玉米收获良好，产量每公顷2.8万斤以上。

“与村民同等级价格卖，至少有4000元的
利润。多出的利润按照‘三三四’划分，合作
社留3成，农户分3成，村集体留4成。”侯建忠
笑着说。

今年合作社流转67公顷土地，村民积极
踊跃。“现在不缺耕地，我们没有过多流转，怕
管理不过来，要一步一步来。”

“合作社从种植到收获，全部雇用‘农服
公司’。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服公司’赚的是
补贴费用，不需要我们另外花钱，而且还赠送
一次除草和飞防，1公顷能节省150元。”

“合作社玉米品种选用良玉99，稳产高产，
每穗能在4两以上；4月25号左右种地……”

从对农活“一窍不通”，到现在如数家
珍。谈起合作社经营管理和现代农业发展，
侯建忠滔滔不绝。他深知，产业是强村富民
的有效途径，乡村振兴产业要先行。

2022年，侯建忠通过参观学习、市场调查，
看到蔬菜棚膜经济的前景，决定大胆尝试发展
棚膜经济。经过数月的努力，投资1200多万元
的40栋新型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开工建设。

侯建忠说，40栋大棚的资金由13户村民

自筹，大棚由村里集中管理。2023年，40栋蔬
菜大棚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可种植蔬
菜两茬。建成以来，每栋蔬菜大棚带动劳动
力300余人次，解决了本村及周边村普通劳动
力和部分脱贫劳动力1.2万人次的就业问题，
平均每人增收3万元左右。不仅方便了村民
就近务工，同时培训出大批种植技术人员。

不一样的战场，一样的担当。从军营到
家乡，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情怀；变的是身
份，不变的是责任；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
初心。

“ 我 将 继 续
奋战在乡村振兴
的‘新战场’，以
军人作风勇挑重
担、攻坚克难，努
力把厚俗村建设
成为‘村庄美、村
民富、家风好’的
美 丽 乡 村 。”侯
建 忠 坚 定 地
说 。

最 美“ 兵 支 书 ”
——记双辽市柳条乡厚俗村党总支书记侯建忠

□ 桂景姝 本报记者 侯春强

4月 8日，桦甸市桦郊乡榆树
村农家空地上，成群白鹅或嬉戏追
逐或悠闲漫步，绘出一幅别样的乡
村振兴图景。

看着这一幕，桦甸赤羽大鹅专
业养殖合作社理事长李春霖高兴
地说：“这白花花的大鹅带给乡亲
们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今年 35岁的李春霖是榆树村
村民，20岁出头就在外漂泊打工，
辗转去过山东、辽宁等地。8年前，
李春霖返乡创业开始养殖种鹅，同
步成立养殖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奔
富路。目前，李春霖通过卖鹅蛋及
商品鹅，年纯收入高达 200 余万
元。

“最初一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养了 4000只鹅雏，只活下来 1000
只，这可把我心疼坏了，于是，我就
到处拜师学艺，江苏、辽宁、黑龙江等地走了一个遍，掌
握了光控、温控养殖等先进技术，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现在，我们养的鹅成活率能达到 85%以上。”李春霖介
绍，养殖基地先后投入30多万元引入先进设备，实施24
小时视频监控，通过对鹅棚光照、温度进行把控实现反
季养殖，有效延长鹅产蛋期两个月左右。

目前，李春霖的养殖规模为1万只种鹅，每年5月份
购买鹅雏，种鹅养到次年 3 月份开始下蛋，每天产蛋
5000多枚，盛产期为3个月左右。待到8-10月份，鹅不
再产蛋时再以商品鹅形式出售。

“从最初我就坚信养鹅是个好项目，想带着乡亲一
起富起来，所以当年就牵头成立合作社，不过刚开始愿
意入社村民不过四五家。”这几年，李春霖坚持无偿教授
养殖技术，带领合作社统一采购鹅雏、统一购买饲料、统
一销售鹅蛋，合作社实现快速发展，目前入社村民达到
50户，养殖白鹅 5万只。“合作社的张力元、李玉国如今
也都成了养鹅大户，养殖规模都在3000只左右。”

“我们鹅场有 4个固定工，忙时还要雇用短工 10多
人，全是咱当地村民，都能从鹅产业发展中沾巴点儿。”
李春霖脸上洋溢着笑容，拿着刚下的鹅蛋给大家看，白
色的鹅蛋个大圆润，就像一枚枚银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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