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姜雪 记者 郭
小宇 报道 困难儿童小欣背
上崭新的书包，兴奋地转
圈；独居老人宋大爷穿上
网格长送来的旅游鞋，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 临 江 市 兴 隆 街 道 东 盛
社区，58 个被精心包装的

“微心愿”正陆续转化为
居 民 手 中 的“ 幸 福 账
单”。这场由社区党委发
起的“心愿接力”行动，以

“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党
员接单”的闭环服务，让
基 层 治 理 的 温 度 可 触可
感。

活动筹备阶段，社区网

格长以入户走访与电话随
访双轨并行的方式，认真梳
理辖区困难居民的真实需
求。同时，社区在楼道显眼
处设置“心愿墙”专栏，方便
有需求的家庭随时张贴便
笺、提交需求。这些“微心
愿”被网格长认真记录在

《民情日记本》上，看似微
不足道，却是独居老人、困
难 家 庭 最 真 切 的 生 活 需
求。

活动一经发起，社区58
名党员纷纷响应，踊跃认领

“微心愿”。党员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精心准备心愿物
品，将温暖送到居民手中。

党员不仅为居民提供实质
性帮助，还通过陪伴聊天、
心理疏导等形式，给予居
民精神上的慰藉与支持。
收到心愿物品的居民十分
感动，李大娘激动地说：

“感谢党员用心帮我们实
现 心 愿 ，让 我 们 感 到 温

暖。”
一枝一叶总关情，点滴

微光汇星河。东盛社区党
委通过“微心愿”汇聚“大能
量”，既以“小切口”精准解
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又 以 实 际 行 动 深 刻 诠 释

“党群”同心圆的丰富内
涵。

“微心愿”汇聚“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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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靖宇县那尔轰
镇积极探索精神文明建设新路
径，推动移风易俗坚持“三力”
齐发 ，精准施策、深化治理，挖
掘与培育优秀文化，使优良家
风、淳朴民风、文明村风在全镇
蔚然成风，不断提升群众幸福
感与文明素养。

宣传引导“聚合力”，创新
作为“宣”出文明好声音。“推动
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重在
平日的宣传引导，让群众能够
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文明新风的
感化教育。通过微信公众号、
宣传栏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张贴标语、电子屏展播先
进事迹、发布倡议书等，发挥传
播优势，形成褒扬新风良俗、声
讨陈规陋习的氛围。坚持把移
风易俗宣传教育贯穿始终，从
道德认知、道德教育和价值引
领等环节抓起，把丧事简办、喜
事新办等内容纳入理论宣讲、
主题党日等活动之中，让遵德
守礼、崇德向善、守德光荣成
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评判标
尺 ，增 强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实
效。

制度保障“提效力”，有条
不紊“移”出文明好风气。全镇

8个行政村成立红白理事会，通
过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等
形式，科学合理制定理事会活
动章程，帮助群众算好“经济
账”“明白账”。各村通过入户
走访、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等方
式向村民代表、群众征求意见
建议，充分听取民意，搜集“金
点子”，把推动移风易俗、破除
旧习陋习等融入村规民约中，
制定出接地气、易操作的村规
民约。以朗朗上口、口口传颂
的村规民约“约”出移风易俗新
风尚。

示范引领“添动力”，凝心

聚力“扬”出文明新风尚。“风成
于上，俗化于下”，那尔轰镇以
组织开展“推荐身边好人”活动
为载体，发挥其示范带头力量，
践行婚丧喜宴操办公约，让更
多群众自觉参与执行，做移风
易俗的宣传员、监督员和践行
者。用身边人讲好身边事，以
好家风带动好民风。同时，积
极策划“文明祭扫”“温暖关
爱”“孝老爱亲”等活动，依托
传统节日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的活动，切实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提振乡风文明水
平。

文 明 新 风 润 民 心
——靖宇县那尔轰镇探索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径

本报记者 郭小宇

近日，一场满载希望的爱心接力在
长白县金华乡金华村温情上演。省政府
办公厅心系乡村发展，为全乡村民送来
3000只由省农业科学院精心培育孵化的
芦花鸡雏，让初夏的金华村涌动融融暖
意。

此次捐赠的芦花鸡雏是省农业科学
院历时多年选育的本土优质品种，具有
抗病性强、肉质紧实等优势。为确保“金
凤凰”顺利安家，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同步
开展“零距离”技术帮扶，针对部分村民
的疑问，专家“一对一”指导，将技术服务
精准送到养殖一线。村民张大爷抚摸着
刚领到的鸡雏笑着说：“政府送来的不仅
是鸡雏，更是带着温度的致富经！”

这份饱含深情的帮扶，既是对金华
村发展的有力支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
信任与期许。金华村将以此为契机，同
步推进品牌建设与销售渠道拓展。

小鸡雏 大希望
刘昊金 谢凤楠 本报记者 郭小宇

为切实提升居民环保意识，倡导绿色低
碳、健康环保的生活理念，近日，临江市六道
沟镇以“美丽中国我先行”活动开展主题宣
传。 李承儒 记者 郭小宇/摄

本报讯 韩长旭 报道 乌
龙山森林公园位于东辽县平
岗镇榆田村二组。这座位于
我省东部长白山区与西部
松 辽 平 原 过 渡 地 带 的 山
脉 ，不仅拥有雄伟的自然
景观 ，还承载着动人的历
史传说 ，正逐渐成为周边
地区乃至全国游客向往的
旅游胜地。

乌 龙 山 最 高 海 拔 620
米，是东辽县境内最高峰，属
于长白山系吉林哈达岭山
脉。乌龙山森林公园一年四
季皆适宜旅游。春、夏、秋三
季的适游期从每年 3月中旬
至 10 月中旬，长达 245 天。
春季，公园内的杜鹃花海景

观尤为壮观。总面积 70 余
公顷的兴安杜鹃分布于乌龙
山向阳山坡及山脊部位，海
拔 300 至 600 米处。每年 4
至 5月，深红、淡红、杏红、雪
青、白色等各色杜鹃花竞相
开放，漫山遍野，将山坡、山
头及悬崖染得五彩斑斓，尽
显大地回春的盎然生机。夏
季，游客可在此露营、游览、
休闲度假，享受凉爽气候。
秋季则是赏叶、采摘果品的
好时节。冬季适游期从当
年 11月至次年 3月，游客尽
情戏雪、赏雪，体验冬日乐
趣。

公园内植物资源丰富，
野生植物多达 86科 397种，

涵盖菌类、蕨类、裸子植物和
被子植物。总面积 6765亩，
其中平岗镇面积 3046 亩。
这里属半湿润中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特殊
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使
乌龙山在冬夏两季都能开展
特色旅游活动。60%以上的
缓丘状山地，高差适中，是理
想的滑雪场地；夏季多雨凉
爽，是避暑的绝佳去处。

凭借独特的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及良好的森林生态
环境，乌龙山森林公园将成
为东辽县、辽源市乃至周
边地区旅游观光、休闲度
假的理想之地 ，旅游发展
前景广阔。

乌龙山：构建休闲旅游新地标

榆树市八号镇北沟
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和特色产业亿元
村。走进北沟村，放眼
望去，“中国北方蔬菜生
产基地”几个大字格外
显眼，园区里一栋栋大
棚整齐排列，蔬菜运输
车辆不时在其中穿梭。

如今生机勃勃的北
沟 村 ，曾 是 省 级 贫 困
村。穷则思变，在村党
支部和党员干部的引领
带动下，村民积极加入
到发展棚膜蔬菜产业中
来，以金土地绿色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依
托，自建棚室、自己种
植、自己管理，棚膜蔬菜
种植面积发展到 470公
顷。目前，全村 5 个自

然屯 770 户农民，共建
设标准棚膜蔬菜园区 7
个、蔬菜大棚 1070 栋，
年产蔬菜 6 万余吨，年
产值超 1.57亿元，成为
名副其实的“亿元村”。
2020-2023年连续四年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
村”，全村人均纯收入超
过3.9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王春
庄介绍，北沟村作为拥
有一定产业规模的亿元
村，围绕棚膜经济延链、
补链，加快推动三产融
合发展。目前，北沟村
已经衍生出生产服务、
生活服务等诸多新兴行
业，产业融合趋势日益
明显。

北沟村：

棚膜经济发展全面提速

本报讯 李虹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眼下，在敦
化市各乡镇的农田里，
春耕画卷正以科技笔触
徐徐展开。

黄泥河镇新民屯免
耕播种机匀速驶过，一
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
种、覆土等工序，黄豆与
玉米种子被精准播撒，
相比传统耕作方式，播
种效率提升近 3 倍，土
壤保墒效果显著增强 。

田间穿梭的拖拉机
搭载卫星导航系统，耕
整 地 作 业 更 均 匀 、规
范。在额穆镇牡丹屯的
水田区域，自走式水稻
插秧机以每小时作业 4
亩的速度匀速行进，高

效完成插秧任务。农田
中引人瞩目的当属无人
机送秧苗技术——贤儒
镇澔祥家庭农场农机手
在驾驶舱内操作遥控
器，搭载秧苗的无人机
便精准飞往插秧机旁，
实现“空中接力”，减少
了田间人力走动对土壤
的破坏，节省人力成本
超40%。

“以前雇人运秧苗
又累又慢，现在无人机
几分钟就能搞定一片
田，太方便了！”农机手
刘建峰感叹道。据统
计，今年春耕期间，全市
累计投入各类智慧农机
设备无人机179台，农机
作业监测终端2224套。

智慧农机解锁
敦化农田新图景

近年来，图们市不断加大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
质量 ，接待国内外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图为市文化馆演员为游客表
演朝鲜族舞蹈。 记者 侯春强/摄

近年来，德惠市布海镇十三家子
村通过培育特色产业、盘活资源要素、
创新经营模式，走出“产业兴、集体
强 、村 民 富 ”的 乡 村 振 兴 新 路 径 。
2023 年，十三家子村集体经济收入
突 破 50 万 元 ，村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8% ，一 幅 产 业 兴 旺 、
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画卷正
徐徐展开。

十三家子村的蝶变，源于对资源
禀赋的深度挖掘和产业链条的精准布
局。村党支部立足当地土壤肥沃、交
通便利的优势，将发展现代农业作为
突破口。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全村流
转土地 1200 亩，引入“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模式，成立绿丰农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打造千亩绿色蔬菜种植基
地。自大棚建立以来，以种植黄瓜、西
红柿、香瓜等经济作物为主，效益可
观。常丰家庭农场负责人牟长义说，
今年一茬香瓜、黄瓜获得丰收，平均每
栋大棚收入约 1.5 万元。为了持续增
加效益，二茬作物种植10栋东北油豆
角和40栋硬粉西红柿。

从传统种植到三产融合，从资源
盘活到机制创新，随着产业布局的持
续优化和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这个
充满生机的村庄，正在致富路上阔步
前行。

十三家子村：特色产业“挑大梁”

公告
下列人员申请坐落瞻榆镇

中兴街勤俭路（幸福花园一期）
的不动产登记：

唐佳，1 号楼点式 4 单元 5
楼西；李丽娜，2号楼点式1单元
4楼中；赵海燕，2号楼点式 6单
元 4楼中；王晓雪，3号楼点式 1
单元5楼中。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拟办理
住户不动产登记。与此相关权
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
告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通榆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
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的，将
按无籍房管理有关政策，给予办
理不动产登记。

通榆县诚信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9日
遗失声明

吉林省强兴科技有限公司
9122010433386216XA 将 公 章
（编码 2201042932867）、财务专
用章（编码 2201042932896）、法
人 章 王 明 明 （ 编 码
2201042932906）、发票专用章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省宇合全屋定制家居

有 限 公 司 91220105MAD⁃
UP5E07B 将 公 章 （ 编 码
2201054638551）、法人章张艳凤
（编码 2201054638555）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胜利村

三组姜喜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丢失，号码 143303028，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大磙子

村一组牛洪岩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丢失，号码 14030102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双辽市卧虎镇兴农农机专

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李宪丰，统一信用代码/注
册号：9322038MA13X6FDXL，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