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高泽宇 记者 吴
连祥 报道 在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进程中，柳河县落实

“严管、厚爱、赋能、储备”措
施，全力打造“能抓重点、能破
难题、能见实效”的村干部队
伍，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组织保障。

严格监管，打造过硬队
伍。县委组织部认真落实村
党组织书记县级备案管理制
度，制定出台《加强对村干部
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管理监
督工作的任务清单》，进一步
明确村干部教育培训、岗位职
责、管理考核等事项，让村干
部知责明责、履职尽责。严格
落实村干部资格联审制度，坚

持逢进必审、每年必审，会同
纪委监委、公安局等 13 个部
门，对 1582 名现任村干部进
行资格联审，坚决将受过刑事
处罚、涉黑涉恶等人员挡在门
外、清除出去。

正向激励，激发干事热
情。突出正向激励导向，组织
部门联合农业农村局创新制
定《柳河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奖励办法（试行）》，每年
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
作表现突出的村“两委”班子
相关成员给予奖励，充分激发
村干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产业振
兴推动乡村振兴。2023 年度
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奖励村18

个，奖励村干部80余人，奖励
金额68万余元。

提质赋能，强化履职能
力。常态化开展村干部培训，
采取“集中授课+网络培训+
域外培训”相结合的形式，
2023年以来，县乡两级举办培
训班 20 余期，全覆盖培训村
干部1600余人次。组织25名
村党组织书记赴山东、辽宁等
地开展培训，有效促进其解
放思想、开拓视野、增长见
识。依托“农村基层干部学
历提升计划”和“基层人才
学历提升计划”，发挥农广
校、电大教育资源，引导 211
名村干部进行学历提升，不
断优化村干部队伍知识结

构。
培育储备，蓄足人才活

水。扎实推动村级后备力量
培育储备和“一村一名好书
记”培养提升工作，制定出台

“柳河县落实村党组织带头人
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
和实现‘一村一名好书记’培
养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着力
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村干部队伍，提前储备
2026 年村“两委”集中换届人
选，为圆满完成换届工作打好
基础。截至目前，全县各乡
镇、街道累计走访2200次，访
谈 9300 人次、电话访谈 1600
人次，摸排村干部后备人选
1400人。

健全管理机制 锻造“三能”队伍

柳河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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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牟铁柱 报道 李殿友
是扶余市陶赖昭镇李家村党支部
书记。2024年获得吉林省劳动模
范，曾获吉林好人、吉林省最美民
政人、吉林省民政系统先进个人、
松原市劳动模范、松原市精神文明
先进工作者、扶余市优秀共产党
员、扶余好人等称号。

初到李家村，李殿友就下定决
心要改变村里的面貌。在他的推
动下，村里建起了第一间自来水
房，村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李家村紧挨着松花江，江边的
风沙让村民苦不堪言，李殿友带着

村班子植树约100公顷，解决了困
扰村民多年的沙害问题；村里的道
路坑坑洼洼，他就多次到相关部门
争取资金，硬化路面、打造村村通
公路，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

基础设施完善了，村集体也要
富起来强起来。李殿友带头创建
李家村兴村种植养殖合作社。通
过饲养肉牛、生产有机肥等项目，
合作社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 28
人，村集体增收 40 万元，带动村
民增收 60 万元。以合作社为依
托，联合扶余市益民职业培训学
校免费为村民开展各类职业技能

培训。
陶赖昭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以前是农村敬老院，设施少、环境
差、护理不专业。李殿友在完善设
施的基础上，注重对工作人员规范
化管理，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
章制度。坚持定期发放衣物、定期
洗热水澡、定期改善生活、定期检
查身体、定期开展娱乐活动，采取
集中培训、交流学习、岗位练兵等
形式，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护理能
力。福利服务中心被民政部评为

“全国模范敬老院”“全国农村五保
供养工作先进单位”。

强村富民“领头雁”

本报讯 记者 郭
小宇 报道 为落实宜
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
设，全力以赴推进民
生工程落地落实，乾
安县农业农村局不断
强化监督管理，多管
齐下抓好农村厕所改
造提升工作，切实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群众生活品质。

在 让 字 镇 体 字
村，刚改造完的厕所
干净卫生，村民都说，
现在厕所比以前好多
了，美观、大方，院子
卫生了，上厕所也文
明了，感觉住在农村

和城里人一样幸福。
县农业农村局农

村 科 负 责 人 介 绍 ，
2013 年以来，全县农
村 厕 所 改 造 户 数 为
2.69 万 户 ，普 及 率
51% ，使 用 率 98% 以
上，满意度 100%。今
年厕所改造项目任务

数为500户，均分布在
查干湖西岸乡镇，目
前已全部完工。严格
按照标准高质量完成
改厕任务，真正把好
事办好、实事办实，确
保农村改厕改一户、
成一户、群众满意一
户。

乾安扎实推进
户厕改造工作

本报讯 李桂华 张
晓龙 报道 今年，通榆县
迎来了粮食大丰收，眼
下，各合作社及种植户
纷纷抢抓晴好天气，扎
实有序开展玉米收割工
作。

在延会家庭农场的
300公顷玉米田里，三台
大型收割机马达轰鸣，
将一穗穗玉米棒“揽入”
怀中，经过剥皮等处理
后卸入货车运往场院。
农场负责人王延会介
绍，目前农场三台玉米
收割机 24 小时作业，6
台运粮车每 10 个小时
倒班，争取在10月底之
前全部收完。

近年来，通榆县将
目光投向耕地面积百公
顷以上的家庭农场、合
作社、种植大户及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通过推
广使用良种、良法、良机
等先进农业技术，稳步
实现粮食产量阶梯型递
增。今年，全县采用玉
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
术，选择适合本地种植
的密植品种，通过宽窄
行种植增加密度，每公
顷达到7.5万到10万株,
田间实现水肥一体化精
准管理。

王延会说：“今年玉
米大丰收，因为采用大
垄双行精准调控水肥一
体化技术，比往年每公
顷增产 20%。”据统计，
今年，通榆县玉米种植
面积 380 万亩，平均亩
产可达 533.5 公斤，预
计 玉 米 总 产 量 可 达
40.56. 亿斤，达到丰产
水平。

通榆玉米喜获丰收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
限 公 司 梅 河 口 支 公 司 以

“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
农民、服务三农”为宗旨，积
极投身于梅河口地区的农
业保险事业，为当地农户提
供全面保障，多管齐下保障
农户利益。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梅河口支公司采用先进的

无人机和遥感技术。在查
灾工作中，无人机发挥独特
优势，能够迅速飞抵受灾现
场，不受地形和交通的限
制。通过高清摄像头和精
准传感器，详细记录农作物
受灾情况。遥感技术则从
宏观角度为查灾工作提供
了有力支持。借助卫星遥
感数据，公司可以对大面积

农田进行实时监测，
提 前 发 现 潜 在 的 风
险，如干旱、病 虫 害
等 早 期 迹 象 ，及 时
向 农 户 发 出 预 警 ，
让 农 户 有 足 够 的 时
间采取防范措施，减
少损失。

安华保险梅河口支公司

多举措保障农户利益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畜牧业发
展，安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柳河支
公司致力于提供专业的肉牛保险服
务。凭借其全面的保险产品和优质
的客户服务，成为众多养殖户的选
择。

为了进一步提升风险管控和专

业服务能力，安华保险柳河支公司
引入基于AI智能的“牛脸识别”技
术，借助“安易保”APP和“安华查勘
2.0”APP开展肉牛养殖保险承保理
赔工作。牛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主
要解决了传统保险业务中牲畜身份
验证难题。以往由于牲畜个体差异
小，难以通过肉眼准确辨认，给保险
理赔带来诸多不便。如今，通过牛
脸识别系统，可以快速、准确地完成
每头牛的身份确认，大大缩短了理
赔时间。

安华保险柳河支公司将不断创
新和完善保险产品，为养殖户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助力地方畜牧业健
康发展。

安华保险柳河支公司

提供专业肉牛保险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孙晓光 报
道 10月29日，禹希生物黑
果花楸一二三产融合数字
化转型发展乡村振兴发布
会暨中国（东北）数字化产
业、藏品数字交易 APP 上
线启动仪式举办，来自全
国各地经销商约 400 人参
会。

禹希生物是一家集种
植、生产、研发、销售、康养、
文旅于一体的多元化发展
集团企业，主要以黑果腺肋
花楸这一优质产品进行产
业整体布局，全力打造黑果
花楸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
式，致力于为群众提供高品
质 的 产 品 体 验 与 生 活 服
务。具备专业的研发和生
产团队，人才储备较为丰
富。在企业整体数字化转
型，结合国内顶尖的人工
智能技术，从一棵苗到一
棵树到采摘-运输-仓储-
生产-销售的数据采集全

数据链，完成一二三产数字融合发展生态
产业，真正把实体企业转换成数字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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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曙光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开辟养殖业新路径，引进觅食性强、产
蛋多、肉质鲜嫩的大骨鸡，经济效益比普通鸡高出一倍。记者 吴连祥/摄

蛟 河 市 白 石
山镇大力发展网
红经济，通过“电
商 + 合 作 社 + 农
户”方式增加村集
体收入。

于佳明 记者
徐文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