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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综合新闻

本报讯 何枷瞳 报道 永吉
县广源农机经销有限公司历经
三十余年发展，凭借专业化运
营和全产业链服务，成为推动
区域农业机械化进程的重要力
量。这家植根本土的企业通过
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强化质量
管控和完善服务体系，为现代
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
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跟国
内外农机技术发展趋势。通过
不断引进先进农机设备，形成
涵盖整地、播种、植保、收割等
全流程的农机产品体系。其经
营的小型整地机、水旱两用插
秧机、旋耕机、玉米水稻收割机
等设备，既满足差异化种植需
求，又兼顾不同地域农业生产
特点，展现出精准的市场定位
能力。

公司构建起包含农机整机
与配套零部件的完整产品矩
阵。针对东北地区主要粮食作
物特点，重点开发适合寒地作
业的农机设备。在保证基础耕
作机械供应的同时，还提供植
保机械、收获机械等专业化设
备，形成覆盖农业生产全周期
的产品链条。

公司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
体系，对每台设备实施多重检
测程序。所有产品均提供一年
质保服务，并配备快速响应的
售后团队。“售前严把关、售后
强保障”的双重机制，有效解决
了农户使用设备的顾虑，为企
业赢得良好市场口碑。

企业组建专业技术服务团
队，推出“选购指导－操作培
训－维护保养”全周期服务。
通过定期举办技术培训班和田

间实操指导，帮助农户提升设
备使用效能。

公司与国内知名农机制造
商建立深度合作，通过资源整
合提升服务能力。在引进先进
设备的同时，注重吸收行业前
沿技术，将产品更新与技术创
新有机结合。这种开放协作的
发展模式，既保证了产品技术
先进性，又推动了区域农机产
业整体升级。

永吉县广源农机经销有限公司

优化产品结构 完善服务体系

本报讯 姚新影 报道 在
大安市华誉农村电子商务有
限责任公司的展示柜里，大
安本地的黏玉米、黄菇娘、红
薯、水果萝卜等生鲜农产品
琳琅满目，成为大安优质农
产走向全国市场的缩影。

据公司经理丛佳军介
绍，华誉电商公司自 2016 年
成立以来，采取“三位一体”
运营模式：1个运营中心、2个
加工仓储物流基地、223家村
级电商服务站，实现上下行
双向流通销售渠道。公司开
发32款线上销售的本地特色
助农产品，开设10家线上农
产品专营店铺和视频直播
号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销
售。2017年与淘宝《淘乡甜》
合作销售大安黄菇娘，成为

全省生鲜农产品上行案例第
一名。2024年通过黏玉米种
植回收政策，带动月亮泡镇
329 户脱贫户增收。2016 年
至2024年，共带动3960户困
难户户均增收800多元。

公司将加大技术创新与
人才培育投入，开发线上线
下融合的自营销售渠道，致
力于将更多优质大安农产品
推向全国，持续助力乡村振
兴。

“三位一体”运营模式助增收

6 月，安华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双辽支公司在
推进种植险收费工作的同
时，深入田间地头，结合“双

精准”工作要求，实地查看
风险地块作物长势，并与种
植大户面对面沟通 2025 年
农业保险政策，确保农户全

面了解保障内容。此
外，公司还积极开展
保险反欺诈宣传，向
风险户普及合规投保
知识，有效降低经营
风险，维护保险市场
健康秩序。

双辽支公司将严

格按照监管部门和分公司
《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全面推
进精准投保理赔工作。通
过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业
务，优先开展试点探索，逐
步形成科学、高效的“双精
准”工作模式，进一步提升
农业保险服务的规范化和
专业化水平，为双辽市农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全面推进精准投保理赔工作

本报讯 吕莎莎 记者 吴
连祥 报道 近日，辉南县举
办“博弈国粹 乐在棋中”象棋
教学主题活动，为传承和发展
象棋文化注入新动能。

辉南是闻名华夏的“中国
象棋之乡”。公园里、树荫下、
居民小区、农家大炕上，棋友
之间的对弈厮杀之声总能萦
绕耳旁。为了弘扬这一传统

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辉南县委宣传部、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县文联，
举办“博弈国粹 乐在棋中”象
棋教学主题活动。

这次教学主题活动在县
全民健身中心二楼象棋室举
行，特邀省级象棋教练崔右民
担任主讲，城乡众多象棋爱好

者积极参加听课。授课中，崔
右民凭借深厚的专业功底和
丰富的教学经验，从象棋的基
础规则入手，逐步深入讲解经
典棋局，并分享实用的新手入
门技巧。

博弈国粹，乐在棋中。在
互动环节，参加听课的象棋爱
好者热情高涨，主动与教练互
动交流，并通过实战对弈，将

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在切
磋中提升棋艺水平，沉浸式感
受象棋这一国粹的独特魅力。

据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次象棋教学活动不仅
为全县象棋爱好者搭建了学
习交流平台，更为传承和发展
象棋文化注入“棋艺力量”，受
到城乡群众的欢迎。

为“文化辉南”建设添动能
辉南县邀请象棋“高手”传棋艺

为优化营商环
境，弘扬诚信经营理
念，抚松县万良镇积
极开展诚信营商宣
传活动。工作人员
深入长白山人参市
场，引导商户树立诚
信意识，打造公平有
序的市场环境。

王 炎 钧 记 者
郭小宇/摄

近日，扶余市更新乡房身
地村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综合
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导致河道
水位急剧上涨为背景，模拟低
洼区域群众生命安全面临威
胁、堤防出现险情的危急状
况。演练内容覆盖人员紧急
转移、堤防巡查排险、突发险
情处置等关键环节，旨在检
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可操作
性，锤炼应急队伍的实战能
力。

随着预警信号划破长空，
乡防汛指挥部迅速响应，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转

移安置组争分夺秒，利用广
播、电话和逐户上门通知等方
式，引导群众有序向安全避险
点撤离。

在巡堤查险环节，技术保
障组对堤顶、堤坡等区域开展
地毯式排查，重点排查渗水、
管涌等潜在安全隐患。当发
现模拟“管涌险情”后，抢险
救援组立即携带沙石料、编
织袋等物资赶赴现场，严格
按照操作规范构筑围井，实
施反滤压填，快速、有效地控
制险情。

（汪景俊 李政沅）

房身地村

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初夏的风拂过前郭县哈拉
毛都镇先锋村，千顷梨园化作一
片香雪海。游人穿梭在缀满
白花的梨树间，举家出游的拍
照 声 、孩 童 的 欢 笑 声 交 织 成
曲。

这幅生机勃勃的春景图背
后，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绿色变
革”——通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昔日的荒

坡沟壑蝶变成致富果园，先锋村
正书写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转化的生动实践。

“以前村里靠天吃饭，现在
梨花开成了‘致富花’。”果农李
德明望着纷至沓来的游客，满脸
笑意。近年来，先锋村以水土保
持治理为抓手，以梨花节为媒，
蹚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过去一场大雨就能冲
垮半边山，现在再大的洪水
也不怕了！”村党支部书记刘
国春感慨。几年前，这里还
是水土流失严重的丘陵地
带，山体滑坡频发，良田逐年
萎缩。前郭县水利局通过坡

面整治、梯田改造等综合治理，
不仅遏制了生态恶化，更让荒山
披上绿装。如今，全村果园面积
扩大至 3000 余亩，野生植被恢
复，狐狸、野兔等动物重现山林。

“去年果园收入近 5 万元，
游客采摘价比批发高得多。”59
岁的李德明是村里首批种植户，
他的果园涵盖苹果梨、南果梨等
20多个品种。随着哈拉毛都梨
花节品牌打响，先锋村年接待游
客超5万人次，带动采摘、餐饮、
民宿全线升温。来自松原市的
杨金波承包6公顷果园，种植龙
丰果、苹果梨、南国梨等品种，销
售额达 20 余万元，还发展林下
养鸡，“旺季一天雇十几人干活，

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漫步先锋村，梨花栈道蜿

蜒，农家乐炊烟袅袅。村里统一
规划旅游线路，游客可体验赏
花、采摘、农家宴一站式乐趣。

“环境好了，我们的‘土饭碗’变
成了‘金饭碗’。”经营民宿的村
民王大姐说。

站在观景台上远眺，层层梨
园如绿色波浪般绵延至天际。
刘国春指着成片的“梨花海”说：

“下一步要打造四季旅游，让春
赏花、夏避暑、秋摘果、冬冰雪成
为新招牌。”曾经的水土流失重
灾区，如今正以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崭新面貌，演绎着乡村
振兴的“先锋故事”。

昔日水土流失地 今成网红打卡点
本报记者 侯春强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全面
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新进展新
成效，让文物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
放新光彩，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营造保护文物的浓厚社会氛围，6月14
日，靖宇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以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和“融
入现代生活，彰显非遗活力”为主题，在

靖宇县矿泉城广场举办线下展览活动，
旨在讲好靖宇故事、传播好靖宇声音，
让更多人了解靖宇县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

本次活动展出部分靖宇县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单位图片、文物保护设施图
片及可移动文物图片。现场展出全县
共 4 大类共 13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让参观群众了解具有历史、文
化和科学价值，具代表性、典型性的代
表性项目，吸引更多传统文化爱好者自
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工作中来。活动现场还为参观群众
免费发放《靖宇县抗联史料文集》，普及
文物保护知识，并向群众征集关于第四
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线索。

靖宇举办2025年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展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