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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禹光 记者 郭小宇报
道 为进一步美化村庄环境，提升村
民生活品质，增强村民爱护环境的
意识，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
际，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种花植绿添新
景，乡村振兴展新颜”主题活动，用
实际行动为乡村添绿增彩。

活动当天，村“两委”成员、志
愿者早早来到指定地点，领取花
种、铁锹、水桶等工具，迅速投入到
种花行动。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有的清理绿化带内的杂物和石
块，为播种创造良好条件；有的挥
舞铁锹翻土整地，让土壤变得疏松
透气；有的按照规划播撒花种，确
保种子分布均匀，还有的提水浇
灌，为花种提供充足的水分，每个
人都干劲十足，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

本次活动共整理、种植绿化面积
1280 平方米。望江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将持续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工作，积极发
挥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
与乡村建设，共同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和谐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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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梨树支公司始终践
行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
近农民、服务“三农”宗旨，
深耕农业保险领域，以创新

为引擎、以服务为纽带，为
农户撑起风险“保护伞”。

5 月，公司积极响应国
家惠农政策，组织召开粮油
作物保险启动会暨协保员

培训会议，系统解读
保险政策条款、理赔
流程及风险防范知
识，全面提升基层保
险服务能力。同时，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开展线下宣讲，全方位普及
承保政策与反诈知识。此
外，公司在各村设立农险便
民服务点，简化投保流程，
实现农户足不出村即可完
成保费测算，切实推动政策
性农业保险惠及千家万户。

安华农险梨树支公司
将持续深化服务，创新产品
体系，为农业稳产、农民增
收、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保险
动能。

惠农保险扎根乡村

本报讯 姚 新 影
报道 2024 年 7 月 2 日
早高峰，通化市一辆
公交车突发险情。驾
驶员突发病症失去意
识，车辆在下坡路段
失控，全车乘客及路
面行人、车辆面临巨
大威胁。

千钧一发之际，
车内乘客、沈阳铁路
公安局通化公安处民
警何姜男临危不惧，
冲向驾驶区，果断踩
住刹车稳定车辆，在
司机模糊提示下精准

找到并拉紧手刹，
仅用两三分钟便
将失控公交车
稳稳停住，成
功 化 解 一 场
危机。险情排
除后 ，何姜男
一边安抚司机、
疏散乘客，一边紧
急联络急救，处理后
续事宜。

在生死瞬间，何
姜男的英勇抉择与专
业处置，完美诠释铁
路警察的忠诚担当，
荣 获“ 吉 林 好 人 ”称

号，他的事迹彰显非
凡勇气。工作中，这
名 29 岁的年轻警察
恪尽职守，热心服务
旅客，在多项比武中
斩获佳绩。

恪尽职守显担当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在
松花江畔的农安县青山口乡
唐家村，“全省百佳书记”村
党支部书记陈民九年如一
日，以实干担当成为村民信
赖的“主心骨”。

陈民创新治理，开展村
屯卫生负责制与“美丽家庭
干净庭院”活动，建立积分奖
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并重
点帮扶特殊家庭，显著改善
人居环境。面对地处松花江
畔易涝的实际，他未雨绸缪，
每年汛前带领村两委清理山
下总长 9860 米的 5 条排水
沟，年均投入5万元，筑起防
汛屏障。

72 岁村民突发心脏病，
子女在外，危急关头，陈民连
夜驱车送其至省医院救治，
并自掏腰包垫付药费，一句

“家里有我”尽显担当。村委
会墙上“一心为民 无私奉
献”的锦旗，诉说着他九年义
务清雪的坚守，日复一日的
付出，托起了唐家村百姓的
安宁与幸福。

村民信赖的当家人

本报讯 何枷瞳 报道 长春
市九台区明宇种植业家庭农
场坐落于莽卡乡江西村 8 组，
占地两万平方米。作为农业
示范基地，农场深耕８年，构
建起“秸秆综合利用+优质
稻米生产”循环农业体系 ，
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样
本。

走进农场的秸秆处理中
心，十余套专业机械正有序运
转。两台高效打包机将粉碎
后的秸秆压缩成整齐方捆，两
条全自动饲草生产线持续输
出标准化草料。“我们年收储
800 公顷农田的秸秆，通过切
断揉丝和压块处理技术，实现
无土、无膜、无霉变的标准。”
负责人介绍。这种从田间到
车间的闭环处理模式，不仅让
传统焚烧污染成为历史，更使
农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饲

草，为当地畜牧业发展注入新
动能。

在农作物生产区，绿浪翻
滚的稻田展现着另一番科技
图景。农场优选小粒香、稻花
香等优质稻种，建立起从精细
化育苗到科学除虫的全流程
管理体系。通过标准化插秧、
精准化施肥，产出的稻米颗粒
饱满、米香浓郁。“善纯瑞德”
自主品牌的创立，标志农场正
式迈入品牌化发展新阶段，健
康安全的农产品正通过现代
流通体系走向广阔市场。

支撑这些技术突破的，是
农场持续强化的“软实力”。
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核心
团队，定期接受现代农业科技
培训，将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
田间实践。建筑面积 8000 平
方米的场区内，生产车间与实
验区域合理布局，既保障了日

常作业效率，又为技术创新预
留了发展空间。

农场负责人表示，通过秸
秆资源化利用与优质稻米生
产的双轮驱动，农场不仅实现
经济效益提升，更带动周边农
户转变生产方式。曾经被视
作负担的秸秆，如今成为增收
的新渠道；传统的水稻种植，
因科技赋能焕发新生机。

长春市九台区明宇种植业家庭农场

科技赋能 焕发生机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双
辽市新立乡双龙村党支部巧
用村集体收入反哺民生，近期
成功疏通1600余米农田沟渠
及300余米村内水道，有效化
解雨季农田内涝风险，赢得村
民赞誉。

在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强
带领下，双龙村近年来通过发
展水稻产业、与高校合作等举
措，村集体收入在 2024 年实
现显著增长。面对村民反映

强烈的沟渠淤塞问题，村两委
从集体收入中拨付资金开展
沟渠清淤。韩国强带领党员
干部率先跳入沟渠徒手清淤，
村民也自发参与。仅用 3 天
时间，工程顺利完成，低洼地
块排水闸口也同步更新。

村集体收入此前已用于
修灌溉渠、安路灯等民生项
目，所有开支均公示。村民表
示，集体收入实实在在地变成

“脚下的路、田里的水”，村两
委既“会挣钱”更“会
花钱”，真正将发展成
果惠及百姓。正如村
民所言，集体收入是

“滋养民心的源头活
水”，让乡村的烟火气
温暖人心。

清淤护田保粮安

走进乾安县让字镇珠字村高
大彪承包的温室大棚，红彤彤的草
莓柿子和水果柿子挂满枝头，清香
扑鼻。这些采用进口种子培育的
优质品种，凭借高糖度、耐低温的
特性，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糖尿病患者都能放心吃！”高
大彪介绍，这种柿子含糖量高达
13-14度，却对血糖影响极小。“现

在每斤售价 15 元，前段时间比这
还要高。预计一栋棚产量约4000
斤，年产值达到 18 万元。”高大彪
告诉记者。

村党支部书记华树刚告诉记
者，另一栋温室大棚专注培育茄苗
和花苗，为周边农户提供优质种
苗，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此外，村
里 4 栋日光大棚去年种植的葡萄
也结果了，今年葡萄将迎来丰果
期 ，预 计 产 量 和 收 益 将 大 幅 提
升。

在珠字村，曾经闲置的房前屋
后空地，如今已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小田园”。鲜食玉米等作物不
但丰富村民自家餐桌，还带来额外

经济收益。村里共有脱贫户37户
59人，监测户2户4人发展庭院种
植黏玉米。同时，村里购置 2500
只鸡雏发放给脱贫户和监测户，发
展庭院经济。”

村民徐殿发告诉记者：“这些
年，镇里、村里都鼓励发展庭院经
济，县里还有补贴，我们没啥后顾
之忧。”他去年利用庭院经济种植
黏玉米再加上政府补助，收入增加
近4000元。

珠字村的种植技术凸显绿色
理念，大棚内全程使用农家肥、微
生物菌肥和黄豆有机肥，杜绝化肥
农药，确保果品安全健康。

先进的棚膜技术为抗寒增产

保 驾 护 航 。
通 过 精 准 控
温，即使在零
下 低 温 环 境
下，棚内温度
仍 可 维 持 在
0℃ 以 上 ，保
障 作 物 安 全
越 冬 。 依 托
县政府的政策扶持，珠字村将庭院
经济与棚膜种植深度融合。县政
府不仅提供资金补贴，还组织农业
专家下乡指导技术，设立服务热线
解决种植难题。

谈到未来发展，华树刚表示，
下一步将扩大棚膜种植规模，引入

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
技术，建立稳定产销链。同时联系
相关企业，提升庭院作物附加值，
促进农民收入再有新突破。

如今的珠字村，棚膜产业与庭
院经济双轮驱动，不仅鼓了村民的

“钱袋子”，更激活了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

小小西红柿 映红致富路
本报记者 郭小宇

近日，抚松县万良镇高升村自来水改造及部分基础设施提升
项目开工建设，为群众日常生活筑牢用水保障。

王炎钧 记者 郭小宇/摄

在第22个“6·14 世界献血日”到
来之际，图们市凉水镇红十字会开展

“爱心传递、热血延续”主题活动。
记者 侯春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