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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综合新闻

本报讯 宫丽丽 刘天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集安市不
断创新农村党建工作举措，着
力提高发展党员质量，为完善
基层治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高质量提供人才支撑。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进程中，集安市把高质高效做
好农村党建工作纳入重要工
作日程，按照“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的要求，建立健全责任
制度，构建以乡镇、街道党组
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副书记

为主要责任人，组织委员为直
接责任人的责任体系。严格
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坚持按

“规矩”办事，严防出现违纪违
规问题和不正之风。建立乡
镇、街道、村党组织负责人联
系优秀农村青年制度，培育
壮大农村入党积极分子队
伍。

严把“三个关口”，保证发
展党员质量。把好“德行关”，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切
实把那些德行优秀、群众公认

的农村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
把好“程序关”，严格按照“发
展党员工作细则”的要求，将
发展党员5个阶段、25个步骤
进一步细化，做到程序不少、
环节不漏，材料齐全、手续完
备；把好“教育关”，各乡镇、街
道党组织定期开展灵活多样
的教育、培训活动，大兴学习
之风，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
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发展质
量。

紧盯“三大群体”，把好发

展党员“入口关”。镇村党组
织建立工作台账，将返乡退伍
军人、返乡知识青年、回乡创
业大学生登记造册，有针对性
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为他
们创业就业提供政策扶持。
通过开展教育培训，把这些农
村优秀人才培养成党员、把党
员培养成村级后备干部。近
两年，全市共发展农村党员
127名，其中35岁以下79名，
乡村党员队伍结构得到优化，
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集安加强农村党建出实招见实效

本报讯 郭颖 报道 为进一步打造农产
品品牌，促进农产品流通，东丰县黄河镇通
过“短视频+直播”助农模式，充分发挥直播
电商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和推介黄河镇
方 面 的 作
用 ，提 高 农
产品的附加
值 ，加 速 本
地特色产品

“出圈”，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今年3月，黄河镇开通“黄河镇基层专干

助农直播”，直播间卖品为特色农家菜，有玉
米、土豆干、榛蘑、李子等20余类当季农家菜

园常见果蔬，货源均来自黄河镇农户家小菜
园。截至目前，共销售农家果蔬 1 万余斤。
倭瓜、黄瓜种、大白菜为直播间热门卖品，年
底预计可售农家菜1.5万斤，年底还将开通

大 米 、
杂粮类
等。

为
培育更

为专业的“助农直播”人才队伍，黄河镇邀请
专业人员对正在直播或者有想学习的村民
进行培训，还成立直播带货群，进行一对一
指导。

黄河镇加速特色农产品“出圈”

金黄的稻田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微风吹过，稻穗轻轻摇
曳，汇聚成一片金色的海洋。这里
就是2019年被评定为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的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
房身岗子村。近年来，在各项政策
的帮扶和村集体的不懈努力下，房
身岗子村的发展蒸蒸日上，呈现出
生机勃勃的喜人态势。

房身岗子村耕地面积 474 公
顷，其中有国家标准的高产稳产水
稻示范田300公顷，发展鲜食玉米
和优质大米、水稻制种两大产业。
全国鲜食玉米龙头企业、吉林省鲜
食玉米协会的理事长单位——吉
林农嫂公司就是从房身岗子村培
育、发展、壮大，并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

近年来，房身岗子村以绿色、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种植优质稻，
主要采用稻秆还田、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零增
长”等方式方法，实现水稻品质大
幅度提升。

房身岗子村将种植业与养殖
业结合起来，收益可观，大大提高
了村民的人均收入。2018 年，吉
林农业大学研究生导师王秋举带
领团队，依托蓝谷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起“科技小
院”。村里与吉林省金凯乐米业有限公司联合，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订单模式运行，带领水稻种植户探索

“稻田+”产业项目——稻蟹共养、鸭稻共生、稻田泥鳅、
稻田养鱼等项目。此外，村集体还积极谋划红螯虾水产
养殖项目。

除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房身岗子村还开
辟了旅游业这一新途径。村集体同远行农业合作开发农
业观光旅游项目，包括房车露营、垂钓、绿色采摘、民宿
等。房身岗子村将种植产业与旅游经济结合，在稻田周
围种满鲜花，受到游客的青睐。

作为红旗示范村，房身岗子村的人居环境美化一直
是村集体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建成了4个健身器材等
设施一应俱全的文化广场，还做到了水旁、路旁、村旁、宅
旁的绿化美化。同时，占地500平方米的多功能新村部
投入使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如今，房身岗子村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主线抓好
产业振兴和乡村治理，走出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
领乡村全面振兴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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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多 报道 走进辉
南县辉发城镇蛟河村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香菇产业连栋大棚，
浓郁的菇香扑面而来。大棚
内，一排排菌棒上鲜嫩诱人的
香菇长势喜人，菇农正忙碌地
采摘、分拣、搬运成熟的香菇，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他们脸上。

近年来，辉发城镇依托当
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探索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路，
将食用菌产业，特别是香菇产
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农民增
收的重要抓手。

“最初，许多村民通过土地
流转成为产业项目股东，扩大
了经营规模。如今，基地带动
就业人员近500人，年底为脱贫
户分红30多万元。”香菇基地负
责人于瑞平介绍。

近年来，辉发城镇香菇产
业规模持续扩大，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全镇建成香菇大棚
数百栋，年栽培香菇菌棒超过
百万棒，年产鲜菇数千吨。蛟
河村香菇产业基地作为全镇香

菇产业的龙头，2023年，基地进
一步扩建30栋大棚，年产量达
1200吨，净利润约300万元。

目前，辉发城镇香菇产业
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多家工厂
化、智能化食用菌生产企业在
此集聚发展，走在全县前列。
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模式，党支部发挥引领作用，组
织动员村民参与香菇产业；合
作社则负责技术指导、生产管
理、市场销售等环节；农户通过
土地流转、资金入股、劳务参与
等方式加入合作社，共享产业
发展成果。这种模式既发挥了
党支部的组织优势，又发挥了
合作社的市场优势，调动了农
户积极性，实现多方共赢。

在推进香菇产业发展的过
程中，辉发城镇还积极争取金
融帮扶和政策支持。通过与省
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接，实
施“银行+村党支部+产业项
目”金融帮扶政策，为香菇产业
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扶持。同
时，镇党委、镇政府还出台一系

列优惠政策，鼓励村民参与香
菇产业种植和加工，为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通过引进先进种植技术和
设备，提高香菇产量和品质。
智能化管理系统对香菇生长环
境进行精准调控，确保香菇在
最适宜的环境下生长。通过电
商平台拓展销售渠道，实现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这些举措不
仅提高了香菇产业的科技含量
和市场竞争力，还促进了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辉发城镇香菇产业的发展
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力，
更带动了农民致富。“股东分
红+劳务费”的新形式，吸纳数
百名村民就业，实实在在地提
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同时，香菇深加工产业
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
通过依托林业资源优势发展林
下种植产业，林下参、刺五加、
大榛子干果加工以及笨榨豆
油加工项目，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

辉发城镇：香菇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长
春市九台区上河湾镇士军种
植家庭农场自 2016 年起深
耕农业领域。农场位于九台
区上河湾镇三道村，占地面
积7000平方米，拥有大田农
机20余台套及无人机4台。
农场从事粮食种植、稻米加
工销售及农机服务，以九台

贡米系列大米为主导产品。
农场坚持科学管理、科

学种植，从耕地改良到种子
选育严格把关。采用天然松
花江水灌溉、有机肥料、人工
除草、生物除虫等绿色有机
耕作技术，确保种植环境无
污染。设有专门加工车间，
确保从“一粒种子到一粒米”
的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

士军种植家庭农场负责
人赵士军致力于助农增收和
企业增效。农场带动绿色水
稻种植户 100 余户，就业人
员40多人，并培养出4名农
机手。赵士军荣获“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个人”及“吉林
省突出贡献生产者”等称
号。

有机耕作技术
确保产品质量

本报讯 王亚利 报道 近年来，农业保
险利用智能的科技手段助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安华农险在吉林市
乘着信息化、数字化浪潮，通过整合农业、
遥感、气象、计算机等领域技术，以自主创
新与科研院校、科技公司合作相结合的方
式为农险科技赋能 ，打造了“一安农”科
技服务体系，探索全面覆盖种植险、养殖
险、林险的数字化、自动化、电子化、智能
化一体化农险新模式。

“双遥感”卫星。安华农险磐石、桦甸
支公司和中支营业部全面应用高分遥感
卫星、地感监测和气象等多源数据，基于
大数据理论，结合农学和气象学建立作物
苗期监测模型、长势监测模型、灾害预警
模型、估损模型和定损模型，安华农险的

“一安农”实现了种植业保险承保后自动
验标，灾害自动预警，出险后自动报案、立
案、估损，并在保期结束前进行自动定损，
从而使“自动化”的理念贯穿于承保理赔
业务过程中。安华农险遥感技术应用，使
用“双遥感”模式 ，即在地感监测中增加

物候相机对作物进行地面监测，对卫星遥
感结果进行精准校正，提升长势监测、估
损、定损模型的精度；加入土壤相对湿度、
降水距平、诱蛾量数据等参数，并与模型
中原有指标数据进行综合运用，有效提升
了预警模型精度。

生物体识别技术。安华农险永吉、蛟
河等公司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
沿技术 ，在生猪、肉牛保险中全面应用猪
脸猪体、牛脸识别算法 ，实现了智能化承
保理赔的养殖险新模式。保险期间，农户
只需手机操作，就可以对承保标的进行智
能精准识别，全程无需碰触，减少了人工
处理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疾病疫病风险。
一旦牲畜出险，安华农险可以与农户通过
视频云平台对死亡标的无害化处理过程
全程监督。无害化处理车辆运输期间，利
用北斗卫星定位导航技术，安华农险还可
实时跟踪车辆运输轨迹，降低死猪流入市
场可能性。

无人机技术。安华农险舒兰、昌邑等
公司为实现对林业和农作物灾害的精准

监测，主动应用 3S 技术和无
人机技术，通过无人机倾斜
摄影实景建模技术搭建受灾
场景，时效快，成本低，高效
便利。利用无人机进行现场
勘察，可以极大地降低人工
成本、提高勘查效率以及现
场数据的真实性，达到精确
定损。

科技赋能让农业保险更加
智能高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动力。安华农险将继续加
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
供坚实保障。

科技赋能让农业保险智能高效

本报讯 姚新影 报道
孙瑞霞是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 自 治 县 种 畜 场 技 术 总
监。2019年7月，她在长春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毅然
返乡创业，投身到西门塔尔
牛保种和育种事业。

孙瑞霞不断学习、探
索，以热情和专业知识为动
力，参与多项合作研究项目

和牛场种牛生产、管
理、科研、育种等多方
面工作。在她的管理
下，牛场总资产达5000
万元，存栏纯种西门塔
尔牛数量众多，成为
国内养牛业的一颗新
星。

养殖场业绩斐然
的同时，孙瑞霞还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周

边农牧民提高养殖技术，为
多所职业技术学校提供培
训指导。她的努力不仅为
农牧民带来了畜牧养殖效
益的提升，更为农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作
为吉林省劳动模范、松原市
劳动模范，孙瑞霞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
担当与风采。

助力养殖效益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