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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春光不负春光 万象万象““耕耕””新新

本报讯 殷哲宇 张阔 记
者 徐文君 报道 近日，中粮家
佳康洮南新建66.24万头绿色
健康生猪养殖项目开工典礼
在洮南市举办。中粮家佳康
是中粮集团旗下的肉类业务
平台，其业务包括饲料生产、
生猪养殖及屠宰分割、生鲜猪
肉及肉制品生产、经销与销
售及肉类产品进口分销。作
为实力雄厚的全产业链肉类
企业，中粮家佳康秉持“引领
行业安全标准、保障国民肉食
安全”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打
造更安全更健康的高品质冷
鲜猪肉，旗下拥有“家佳康”

“万威客”等肉食品牌，在高端

冷鲜猪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2023 年以来，洮南与
中粮家佳康紧密联系、频繁对
接，经过10余次洽谈合作，最
终结成硕果。

据了解，洮南市政府与中
粮家佳康签订绿色生态养殖
全产业链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分期
建成年出栏 300 万头绿色生
态生猪养殖全产业链项目。
此次中粮家佳康洮南新建
66.24万头绿色健康生猪养殖
一期项目共投资 20.14 亿元，
将建设年出栏66.24万头生猪
养殖基地及配套附属设施，后
续将陆续启动全产业链项目
建设，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
将实现年出栏生猪300万头，
产值 100 亿元，带动种植、仓
储、加工、包装、物流等上下游
相关产业共同发展，将成为拉
动地方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
重要增长极。

66.24万头绿色健康生猪
养殖项目落户洮南

四月好春光，农人耕耘
忙。走在集安市清河镇的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抢
农时、忙耕种的身影，他们
一边破土打垄、一边施肥播
种……坡地田畴跃动着一
个个勤劳耕作的身影。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一场透雨给大地、山川
带来了一片片新绿。在幸
福村的田野里，勤劳的农人
正紧锣密鼓地种植玉米，
他们有的操作机器进行深
耕打垄、有的施肥、有的下
种……大家分工合作，忙而
有序，一幅幅灵动的春耕图
尽入眼帘。

“我们这里 4 月下旬种
植玉米，今年我选了两个品
种，大约种植 70 亩，希望再
获好收成。”说这话的是张
书义。他带着家人一大早
就奔赴自家旱田，整地、施
肥、播种、覆土、压实。

据了解，清河镇今年计
划种植玉米2万余亩，主要
以翔单 659、新玉 668、科泰
1107品种为主，播种面积较
去年增加近 4000 亩。截至
4月25日，全镇已播种玉米
12750亩，完成玉米任务计划的63.8%。除种植玉米、
水稻，镇里还引导农民种植花生、马铃薯、中药材等作
物，灵活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土地收益。

“我们将持续发挥资源优势，引导农民发展玉米
种植，推动肉牛养殖，种植业可以为养殖业提供饲草
饲料，养殖业又为种植业提供优质的有机肥，助力农
民持续增收。”镇农业办沈建果的一席话，为我们描绘
了该镇实施玉米秸秆饲料化利用，发展“绿色循环”产
业链的新图景。

为了实现科技备耕，3月以来，清河镇围绕重点
推广的先进实用技术和国家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印发
资料、专题培训班、网络讲座等形式广泛开展农技培
训，截至目前，培训农民1000余人次，发放政策、技术
资料3000余份。镇农科站站长崔著明告诉记者：“我
们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蹲点包片，实地开展春耕
春管、技术指导服务，及时帮助农民解决春耕生产遇
到的实际困难。此外，还通过制定扶粮政策、发放耕
地地力补贴等，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通过科技赋能农业，让土地增值，让农户增收。”
清河镇“农科人”用智慧的“春雨”，为广袤田野播下了
丰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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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春强 报
道 为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4月7日，吉
林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进
一步优化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
便利性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4月25日，吉林
省召开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
付便利性新闻发布会，中国人
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林长杰对相关内容进
行解读。

《实施方案》按照“大额刷
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总
体思路，共 3 个部分，11 项具
体内容，以大型商圈、旅游景
点、度假区、文博场所、文娱场
所、酒店住宿、交通枢纽、医院
等为重点场所，结合外籍来吉
人员的区域集聚特点，以建设
长白山池北支付服务示范区

和长春龙嘉机场、延吉朝阳川
机场、长白山高铁站支付服务
中心为先导，统筹做好“食、
住、行、游、购、娱、医”等场景
的线上线下支付建设。

“我们力争用 3 个月左右
的时间，实现省内重点场所重
点商户外卡受理全覆盖，组织
银行机构向经营主体发放一
批‘零钱包’，在重点场所完成
ATM 的新增和改造工作，积
极完善外币兑换服务保障，将
支付服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
高度，让老年人、外籍来吉人
员 实 现 支 付 无 忧 ，畅 游 吉
林。”林长杰在发布会上介
绍。

在支付环境和关键领域
改善优化方面，《实施方案》提
出七项主要任务：一是加快改
善银行卡受理环境，聚焦“食、

住、行、游、购、娱、医”等场景，
确定重点场所及重点商户名
录，加强窗口指导，加快设备
改造，完善考核评价，推动境
外银行卡在重点商户无障碍
受理。二是持续优化现金使
用环境，坚持现金兜底定位，
督促经营主体依法依规保障
现金支付。推出多样化的人
民币现金“零钱包”产品，提升
经营主体收现意愿。加快
ATM 银行卡受理改造，确保
机具可受理外卡刷卡取现。
三是进一步提升移动支付便
利性，持续支持移动支付服务
落地应用，稳妥有序扩大境外
电子钱包在省内使用范围，打
通小额支付堵点。四是更好
保障消费者支付选择权，规模
以上的大型商圈、旅游景区、
度假区、文博场所、文娱场所、

酒店住宿、交通枢纽、医院等
重点场所，必须配备受理移动
支付、银行卡、现金等必需的
软硬件设施。五是提升账户
服务水平，鼓励商业银行优化
账户服务，建立绿色通道，不
断提升老年人、外籍人员等群
体的银行账户服务体验。六
是加快推动支付服务示范区
和支付服务中心建设，聚焦外
籍人员高频目的地，建立服务
示范区和支付服务中心，构建
全面、完备、畅通的外卡、现
金、移动支付受理环境。七是
持续加强支付服务宣传推广，
增设涉外重点场所支付服务
引导，开展外籍人员聚集区域
的前置宣传，强化宣传推广

“软环境建设”，借助电视、广
播、新媒体等渠道，扩大受众
范围，增强宣传效果。

我省发布《实施方案》——

优化支付服务 提升支付便利性

近日，图们市举办“共阅读、铸同心”全民阅读活动

仪式暨“品味书香、分享喜阅”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图为学生诵读经典的场景。 记者 侯春强/摄

“哞、哞、哞……”走进双
辽市柳条乡利园生态养殖
场，远远地便可以听到此起
彼伏的牛叫声。在宽敞的标
准化牛圈中，一头头膘肥体
壮、皮色油亮的安格斯（澳
系）黑牛悠闲地晒着太阳。
在当地，这些肉牛托起了村
民的致富梦。

“在政府的扶持下，我们
创办了养牛场，收入逐年增
加，‘放母还犊’模式，辐射带
动周边村民一起养牛致富。”
利园生态养殖场负责人杨晓

东介绍。
2023 年，在党的惠民富

民政策引导下，杨晓东积极
响应号召回乡创业。他通过
不断对比市场中不同肉牛品
种，最终选定安格斯黑牛进
行养殖。该品种黑牛外貌黑
色无角，体躯矮而结实，肉质
好，出肉率高。

随后，杨晓东精心选址，
规范肉牛管理，将利园生态
养殖场地选定在柳条乡通德
村后山，该地远离居民区，不
扰民；采用先进生产流程，少

污染。目前，养殖场占地面
积 1.7 万多平方米，待建约
2000平方米，拥有1000头牛
的养殖规模，投资 600 多万
元，预计年盈利达300万元。

“过去，养殖户往往采取
‘单打独斗’的养牛方式，要
实现肉牛产业的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发展，就必须走
合作之路。”杨晓东介绍。

利园生态养殖场为饲养
者提供“牛”饲养的圈舍、
TMR 拌料机、撒料车、清粪
车。饲养者每头牛交 2000

元押金，母牛生产后，养殖场
再以每头 9500 元价格回购
牛犊。大母牛下完两头牛
犊，视为合同期满，饲养者需
将大母牛归还养殖场，同时
养殖场归还饲养者 2000 元
押金。这种放母还犊、保底
回收的方式，让当地很多农户
当起了“牛老板”。（下转02版）

“ 放 母 还 犊 ”兴 牛 业
——记柳条乡致富带头人杨晓东

□本报记者 侯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