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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是第30个“全国爱眼日”，靖宇县人民医院邀白山市
眼科专家举办“全国爱眼日”义诊志愿服务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吴昌军 马恩梅 记者 郭小宇/摄

近日，图们市国门红军小学校举办“养正承红脉，拼搏
向未来”主题趣味运动会，让学生在游戏中感受体育魅
力。图为排球技能表演。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刘昕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连日来，柳河县时家
店乡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养
护人员开展乡村公路绿化美
化，全力打造“路在景中、景
在路上”的道路交通新风貌。

进入 5 月中旬，气温高
雨水勤，乡村道路两侧草木

“疯长”，影响了绿化美化效
果。为了改善路域环境，提
升绿化美化效果，时家店乡
政府组织养护人员采取“人

机配合、机器割草，人工清
理、集中清运”的办法，运用
背式打草机、电锯、镰刀等工
具，开展绿植修剪。同时，把
道路边沟、绿化带内的零星
垃圾捡拾干净，随后用农用
三轮车将杂草和垃圾杂物运
到集中堆放点，确保路容路
貌整洁美观、行车道路安全
畅通。截至目前，全镇共动
用打草机12台，清理路肩杂
草20余公里。

为了提升乡村道路“颜
值”，这个乡有效利用公路两
侧的绿化带区域，栽植适应
性强、花期长、观赏价值高的
串红、步步登高等花卉。5月
中旬以来，组织人员分片包
干，合理栽植，让原本单调的
公路沿线逐渐穿上“花衣
裳”。截至目前，各村屯在公
路沿线共种植150余斤步步
登高花籽，种植面积1500余
平 方 米 。 栽 植 串 红 1.4 万

株。同时，开展道路两旁树
木修剪行动，组织专业修剪
人员疏除病虫枝、枯死枝、下
垂枝，保留部分景观枝、健康
枝、特色枝，消除了道路安全
隐患，进一步提升了路域环
境。

时家店乡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组织力量加强树
木、花卉管护，保持乡域公路
赏心悦目、视线明朗，创建美
观顺畅的“四好农村路”。

时家店乡公路“颜值”再提升

近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沟边境派出所精心策划
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辖区学生走进警营，感受民警的工
作与生活。 王宇 记者 郭小宇/摄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双辽市卧虎镇冯武养殖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冯武凭借
科学管理与先进技术，发展
养殖产业。如今，合作社规
模 化 存 栏 优 质 小 尾 寒 羊
3000 余只、西门塔尔肉牛
200余头。

冯武积极引入现代化
手段，实现养殖提质增效：
机械化精准饲喂提升效率，
电子耳标数字化管理系统
全程监控牛羊生长健康，确

保品质可溯；优选西门塔尔
牛、小尾寒羊等良种，科学
配饲、严格防疫，筑牢健康
养殖基础。成熟的订单农
业模式保障稳定销路，肉牛
专供长春皓月集团，肉羊远
销河南、河北、云贵川等多
省，年净收益超200万元。

合作社创新推行“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构建

“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
共赢”共同体。合作社发挥
核心作用，统一提供专业防

疫、技术培训（定期邀
请专家）及市场销售服
务，降低农户养殖成本
与风险，提升整体效益
与技术水平。该模式
有效带动周边农户融
入产业链，实现稳定增
收。

提质增效 绿色发展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在农安县青山口乡唐家
村，村党总支书记陈民带
领村民实现了从经济涣散
村到经济强村的跨越式发
展，被评为吉林省百佳书
记。

自 2016 年上任以来，
陈民聚焦基础建设，累计
修筑村路 30 公里，实现柏
油路、水泥路通达村屯，显
著改善出行条件。同时大
力绿化，实现街路树木全
覆盖，并在曹家屯建成文
化广场，丰富村民生活。
2022 年，陈民领办金丰种
植合作社，创新“土地流
转+盈利分红+玉米芯增
值”模式。合作社规模从
2022 年的 90 公顷迅速扩
大至 2024 年的 200 公顷，
成员超 200 人。土地流转
农户除保底收益外，年获

纯利20%分红及玉米芯收
入，每公顷从 2000 元跃升
至近 4000 元。此外，唐家
村积极发展庭院经济，陈
民组织村民利用房前屋后
种植万寿菊，免费发放种
苗、给予达标户 1000 元奖
励并统一回收，户均年增
收约4000元。在陈民的带
领下，唐家村通过夯实基
础、壮大合作经济、激活庭
院资源，构建了立体增收
体系，村民致富路越走越
宽。

带领村民发展庭院经济

“看这辣椒苗长势多好，再过
两个月就能挂果了。”治山村党支
部书记郑世双蹲在地头，轻轻拨弄
着翠绿的幼苗。近年来，这个传统
玉米种植村开始了一场“绿色革
命”。

村民唐俊生正在自家辣椒地
里忙碌。去年，他试种了五分地辣
椒，收入近万元，纯利润 5000 元。

“要是种玉米，五分地最多卖几百
元，根本没法比。”唐俊生给记者算
着经济账。今年，他把种植面积扩
大到一亩，虽然辣椒管理更精细、

投入更大，但他信心十足。
这样的变化源于村党支部的

示范引领。面对玉米价格持续低
迷，郑世双带领村干部先行先试，
在庭院种植辣椒等蔬菜。“五分地
辣椒收入近万元”的示范效应，比
任何动员都更有说服力。

治山村的转型之路走得稳健
而扎实。村党支部采取“三步走”
策略：先从庭院经济入手，鼓励村
民利用房前屋后的小块土地试种；
再逐步扩大规模，形成连片种植；
最后发展多元经营，实现土地效益
最大化。

走在村中，几乎每家每户的庭
院里都种着各色蔬菜。郑世双介
绍，去年全村庭院经济增收超过20
万元，成功打消了村民的顾虑。“毛
葱的投入是玉米的两倍，但收入是
玉米的四倍。”站在田埂上，郑世双

指着远处绿油油的毛葱地，语气中
充满自豪。

治山村1100余人、800多户中，
如今，蔬菜种植户已从最初的几户
发展到 50 多户，种植面积达 20 多
公顷，品种也从单一的辣椒扩展到
茄子、豆角、毛葱等十余个品种，形
成规模效应。

今年村里还种植了1.7公顷鲜
食玉米，采用“两茬轮作”模式。“这
茬鲜食玉米是 4 月 20 日播种的，8
月份上市后，再种植一茬香菜、白
菜等秋菜，要让土地发挥最大价
值，今年全村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
到10公顷。”郑世双说。

在村文化广场旁，一个新建的
蔬菜交易市场即将投入使用。“以
前卖菜要奔波30多公里到怀德镇，
现在客商直接到村里收购。”郑世
双介绍，这个免费的交易市场将为

附近村民提供便
利的销售平台。

更令人振奋
的是，治山村的蔬
菜 已 经 走 向 全
国。除公主岭、长
春、沈阳等周边城
市，最远卖到了广州。线上销售渠
道也在不断拓展，多家电商平台已
前来洽谈合作。

在村委会，即将成立的蔬菜合
作社正在制订章程。通过微信群
等现代通讯手段，实现技术共享、
信息互通、市场共建。“七月份就要
进入销售旺季，我们正在做最后的
准备工作。”郑世双说。

夕阳西下，村民仍在田间忙
碌。微风吹过，嫩绿的菜苗轻轻摇
曳，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的乡村振
兴画卷。从“玉米村”到“蔬菜村”

的美丽蝶变，正在这片黑土地上生
动上演。

【记者手记】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

兴。治山村通过“示范引领+规模
经营+市场带动”的发展模式，实现
了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

这个村庄的“绿色革命”告诉
我们，只要找对路子、迈稳步子，传
统农区同样能蹚出致富新路。这
种尊重农民意愿、注重示范带动、
稳扎稳打的发展路径，正是新时代
农村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

从“玉米村”到“蔬菜村”的美丽蝶变
本报记者 侯春强

初夏的微风轻拂过公主岭市双城堡镇治山村的田野，一垄垄嫩绿的辣椒苗、茄子苗在阳光下舒展着新叶，犹如为黑土地铺上一层绿色的地毯。这片
曾经种满玉米的黑土地，如今已变身成为生机勃勃的蔬菜基地——

6 月是第 15 个全民禁毒
宣传月，为提高职工群众禁
毒意识，营造全民禁毒的良
好社会氛围，6月9日，桦甸市
常山林场妇代会组织开展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普法宣
传。

妇女主任围绕毒品概
念、毒品种类、毒品有哪些危

害、如何预防毒品的危害以
及《禁毒法》法律法规进行全
面讲解。要求大家认真学习
禁毒知识、树立防毒意识、增
强自我保护能力，筑牢禁毒
思想防线。

宣传小组通过LED显示
屏滚动播放、微信工作群推
送、朋友圈转发禁毒知识。
深入辖区乡镇通过悬挂条
幅、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普及禁毒知识、传播
禁毒理念，向过往群众讲解
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
害性，营造文明健康、绿色无
毒的生活环境，共同建设平
安和谐家园。 （杨红霞）

常山林场

深入乡镇普法宣传

日前，辉南县古法烤鹅制
作技艺第四代市级非遗传承人
带领团队走进石道河镇中心小
学，开展“爱心接力·童梦续航”
公益慰问活动，为20名留守儿
童送上真情关爱。

传承非遗技艺，助力乡村
振兴。秉持这一理念，石道河
镇古法烤鹅制作技艺第四代市
级非遗传承人李志超与妻子赵
伶莉创办了辉南县正平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农
户”模式，带动 30余户村民养
殖大鹅，年产值超500万元。

20 件包装精美的石道河

古法烤鹅礼盒香气扑鼻、20个
书包装满笔记本、钢笔、手工书
签等学习用品。在学校，李志
超、赵伶莉把这些饱含真情的

“大礼包”一一送到 20名学生
手中。

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镇里积极实施“非遗+公
益”融合模式，已连续三年组织
非遗传承人参与儿童关爱行
动。这次活动既是对留守儿童
的节日慰问，也是非遗文化进
校园的生动实践，让传统技
艺 在 青 少 年 心 中“ 生 根 发
芽”。

情暖留守儿童
张建华 李佳怡 本报记者 吴连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