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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安华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农安支公司在种植
险业务新开拓四个乡镇。面对
新的区域，农安支公司积极作
为，主动与协办部门密切沟通，
深入各村开展宣传，全力彰显
公司专业素养与服务效能。

今年汛期，黄鱼圈乡与农
安镇部分地块遭受内涝侵袭。
为助力农作物恢复生机，公司
根据农业专家意见，迅速启用
无人机开展叶面肥喷洒作业。
这一举措成效显著，不仅帮助
受灾农作物缓解灾情，更为其

后续生长提供有力支持，充分
展现出安华农险农安支公司在
应对灾害时的快速反应能力
与专业救灾手段，赢得当地
农户广泛好评，也为农业保
险服务在新区域的深入开展
奠定坚实基础。

农险护农显担当

榆树市作为全国产粮大县，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安华农业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榆树支公司积极
发挥专业作用，为乡村振兴和粮
食安全战略助力。

在种植险方面，榆树支公司
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利用先进技
术提升服务质量与覆盖面。遇强
风、冰雹等灾害能快速响应，精准
评估灾情，加速理赔，减少农户损
失，保障种植成本。

2024年汛期，太安、大岭等乡
镇受强降雨侵袭，农作物受灾严
重。榆树支公司迅速行动，购置
排水设备开展作业，同时查勘组
深入现场，确定灾害程度，并对受

灾较重的农户预赔付，受到农户
称赞。安华保险榆树支公司以创
新服务和高效行动，为全市农业
生产保驾护航，尽显农险担当。

利用先进技术提升服务质量

本报讯 都兴杰 记者 吴
连祥 报道 为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集安市青石镇林业
站开展“网盾行动2024”专项
行动，坚决打击线上线下非法
野生动植物交易行为，切实维
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
全。

在推进林业生态建设的
进程中，青石镇林业站认真贯
彻落实“全面推进林长制工作
实施方案”，构建了镇村两级
林长架构，明确了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的责任与任务，纳
入林长工作职责范围。

针对入冬以来山林中食
料干枯雪盖，野生动物时常出
山觅食等实际情况，他们精心
制定了“网盾行动2024”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动员各方力
量，为野生动物生存繁衍撑起

“保护伞”。
进 入 12 月 ，“ 网 盾 行 动

2024”专项行动正式启动。林
业站工作人员充分发挥林长
制作用，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宣传方式，利用微信
群、朋友圈、宣传栏、电子显示
屏和村委会大喇叭等媒体，向
群众宣传野生动物植物保护

工作，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知识，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
识，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让群众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为今后野生动植物保护提供
了有力保障。同时，组织执法
人员深入乡村集市、餐饮场所
进行监督检查，宣讲保护野生
动物的重要性，收到良好的宣
传效果。

截至目前，青石镇林业
站已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开展进山巡林工
作 20 余次，收到良好效果。

青石镇保护野生动物出实招

本报讯 姚新影 报道 安
图县松江镇黄泥村主要种
植高油大豆、优质玉米等经
济作物，不仅带动产业发

展，还促进村民增收。现代
化养猪场的建立与有效运
营，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收
入，同时林下黑猪的养殖更
是成为黄泥村的特色产业，
其天然放养、品质上乘的特
点深受市场欢迎。

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
黄泥村通过完善“村规民
约”、落实环境整治行动，积
极开展“千村示范”“美丽庭

院”等活动。同时，发挥党
员干部的模范作用，组织多
种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生活，
提高村民的精神文化素质，
净化乡村风气，营造风清气
正的乡村环境。

黄泥村以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为目标，
努力实现生活富裕，打造宜
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黄泥村：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作
为双辽市人大代表及茂林
镇党委书记，李祥坚定信
念，凭借丰富的乡镇工作经
验，致力于推动茂林镇的全
面发展。

在服先镇工作期间，李
祥成功推动农业经济和特
色牧业的稳步提升，同时注
重镇区面貌的改善，打造美
丽的乡村风景线。

调动至茂林镇后，李祥
更是以身作则，强化团结协
作，严守纪律规矩，并深化
作风建设。他坚持“书记
抓、抓书记”的责任体系，将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紧密
结合，形成良好工作格局。
同时，他切实履行人大代表
职责，积极收集社情民意，
解决群众实际问题。针对
占道经营问题，他通过科学
调研和有效监管，彻底解决
道路拥挤问题，使镇容镇貌
焕然一新。

以身作则的“领头雁”
本报讯 钱程 报道 近年来，

通榆县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公
务员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劲动力。

精选良材，把好“进”之关
口。有序开展公务员招录工作，
把政治素质测查评价贯穿考录全
过程，切实开展政治素质考察反
向测评。同时，紧扣用人单位需
求与县域发展战略，依据省市考
录部署，精准挖掘农业、能源、测
绘、经济等重点领域的急需紧缺
人才。在此基础上，组织精兵强
将，进行初审把关，严谨细致地把
控考录各环节。2024 年，共录用
73 人，有效调整优化全县公务员
队伍专业知识结构。

精方严制，明确“管”之规范。
通榆县健全公务员管理机制，依
照《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细
化公务员登记管理、工资报批、退
休审批等工作流程。同时，秉持

“严管厚爱”原则，落实公务员带
薪休假、定期体检等关爱举措，使
公务员队伍保持工作活力与积极
性。

培元强能，强化“育”之成效。
通榆县聚焦提升公务员“七种能
力”，搭建学习平台，为公务员解
疑释惑、充电赋能。今年以来，针

对县管干部、中青年干部、驻村干部等不同岗位干
部，举办主体班次7个，培训各级干部1800余人
次，着力提升公务员服务发展能力及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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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辽，这座坐落于西辽河西岸
的城市，自古以来便与西辽河有着
不解之缘。西辽河如一条银色的绸
带，滋养着这片土地，作为母亲河，
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壮大。

曾几何时，西辽河也陷入了断
流的困境，水生态状况令人揪心。

2022年，水利部印发《母亲河复
苏行动方案（2022—2025年）》，双辽
市积极响应、主动谋划、着力推进，
针对西辽河存在的主要问题，以

“水”为主题，以智慧和情怀为墨，书
写着西辽河复苏的新篇章。

源头活水，唤醒沉睡之河

面对西辽河的断流危机，双辽
市积极行动。早在 2015 年，双辽市
开始谋划“河湖连通工程”，从水量
相对较丰的东辽河引蓄汛期雨洪资
源，通过一系列天然湖泡和渠道，向
西辽河进行生态补水，同时对沿线
区域地下水进行补充。

项目北线一期工程已具备通水

条件，从东辽河冷家屯提水站提水，
经川头水库、小山水库、骆驼岭水库
后补水入新开河（西辽河支流），共
建设管道和渠道 62.58 公里。工程
配备 2 台水泵，单台机组提水能力
2.5立方米每秒，年可从东辽河引蓄
洪水资源超 1000 万立方米，为西辽
河注入了新的生命之源。

废水利用，变废为宝的智慧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只有
没放对位置的资源。”对于水资源短
缺的西辽河流域，城市污水资源化
利用也是推进母亲河复苏的重中之
重。

双辽市并未止步于此。
在城市污水资源化利用方面，

双辽市也展现出了前瞻性的眼光和
务实的行动。双辽市污水处理厂每
天可处理3.5万吨污水，这些污水经
过处理后，不再是无人问津的“废
物”，而是变成了宝贵的再生水资
源。

同时，双辽市积极申报“典型地
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实施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将再生水引入西辽
河右岸的生态塘和潜流湿地，进行
沉淀和净化。通过湿地与生态塘的
净化，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水”摇
身一变，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
要组成部分，每年近300万立方米的
生态补水，见证了从废物到资源的
华丽转身。

制度护航，管水用水新篇章

推进西辽河复苏并非一朝一夕

之功。
双辽市深知，要真正解决西辽

河断流的问题，根本措施在于建立
长期且有效的制度，管好用水、管住
用水。为此，双辽市着力推动用水
权制度改革，完成流域、区域地表水
和地下水水权分配，为用水权市场
化交易夯实基础。

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
批，把好取水“入口关”，遏制不合理
的用水需求。加强计划用水和水资
源调度，严格禁止从西辽河干流取
用地表水。推进农业取水计量“以

电折水”，年内完成65处地下水取水
监测计量设施建设 及 数 据 接 入 。
不断强化水资源管理精细化管理
能力，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真 正 体 现 水 资 源 的 刚 性 约 束 作
用。

从源头活水，到废水利用，再到
制度护航，双辽市的西辽河复苏行
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双辽市
的不懈努力下，西辽河的水生态状
况正在逐步改善，河水重新流淌在
干涸的河道上，滋润着沿岸的每一
寸土地。

““水水””动西辽河动西辽河 绘就新画卷绘就新画卷
——双辽市改善水生态状况走笔双辽市改善水生态状况走笔

本报记者 侯春强

为推进我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好梅花鹿产业金融支持政策
的制定，近日，省畜牧局工作人员会同银行保险机构到长春市双阳区开
展梅花鹿信贷保险政策调研。 崔冰冰/摄

近日，龙
井 市 开 山 屯
边 境 派 出 所
邀 请 专 业 人
员 对 营 区 监
控 机 箱 进 行
检查。

景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