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乡野气息，散发着阳光
的味道，承载着无数游子的乡愁，
从通榆县乌兰花镇花芊谷农创园
走进全国各地，一款纯棉布荞麦
壳枕头，不仅是传递情感的纽带，
更成当地妇女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为了赶订单，脱贫户张泽霖
每天早早地来到花芊谷农创园的
就业帮扶车间，将五颜六色的棉
布精心剪裁，细细缝制。一天下
来，五六个饱满挺括的荞麦壳枕
头便新鲜“出炉”，每个月都有不
错的收入。

在农创园，像张泽霖这样的
裁剪、缝纫女工还有12名，她们都
是脱贫户，年纪偏大，在家务农力
不从心。2022年3月，长春北湖监
狱为农创园捐赠了 20 余台缝纫
机，让这些妇女有了施展才华的
舞台。然而，要做出一款兼具舒
适与美观的枕头并非易事，花芊
谷农创园负责人崔艳利带领员工

四处考察，最终敲定了生产方案。
“我们走了各大商场看枕头

面料，但是想来想去还是用纯棉，
填充物是咱们合作社磨荞面剩下
的荞麦壳。”崔艳利说。

好产品还需好销路。起初，
枕头面临滞销困境，崔艳利便带
着产品四处参展。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参展，这款
饱含乡土气息的枕头，逐步获得
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

如今，花芊谷农创园生产的
荞麦壳枕头线上线下全面“开
花”，年创产值28万元。

一枕乡愁兴产业
李桂华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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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自“扫黄打非”工作开展以来，抚
松县仙人桥镇黄家崴子村创新
形式，打好“组合拳”，擦亮全国
文明村的“金字招牌”。

强化队伍建设，组建三支以
村干部、网格小组长、志愿者为
主的巡查队，采取“白+黑”错时
检查模式，重点对文化广场、超
市等场所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上报。针对管理力量薄弱的
问题，根据网格化管理机制，按
片做好巡查指导和管理工作，构
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
模式，让文化污垢无处藏身。

将“扫黄打非”工作融入党
员积分制管理、矛盾纠纷调解等
日常工作中，充分调动村民参与

积极性，引导村民主动加入到
“护苗”“绿书签”等活动中。全
村4个网格齐发力，通过网格员
深入农户开展“扫黄打非”政策、
法规宣传，开展“扫黄打非”线索
排查，提高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出
版物的意识，营造健康清朗的社
会氛围。

黄家崴子村充分发挥“扫黄
打非”基层站点宣传引导功能，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
精心编排文艺节目，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扫黄打非”文艺作品
送到群众身边，通过通俗易懂的
表演形式向群众讲解“扫黄打
非”相关知识，以提升全民“扫黄
打非”知晓率，为群众营造欢乐
祥和的社会文化氛围。

黄家崴子村

做好乡村治理大文章

本报讯 于淼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近年来，大安市烧锅
镇乡新平村立足乡村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
将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打
造成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走出一条生态宜居、产业兴
旺的乡村振兴之路。

走进新平村，一幅美丽

的庭院经济画卷徐徐展开，
家家户户的庭院内果蔬葱
茏、生机盎然。据了解，为推
动庭院经济规模化、科学化
发展，新平村采取“党支部+
农户”的模式，由村集体统一
引进优质辣椒品种，提前对
接农产品收购商，签订保底
价收购协议，解决村民的后

顾之忧。
村党支部书记鲁洪军表

示，今年庭院经济种植的是
辣椒，现在长势良好，成熟后
预 计 每 户 增 收 2600 元 左
右。新平村将继续深挖庭院
经济潜力，让庭院经济在乡
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让
群众生活更加富足、美好。

新平村：激活庭院“方寸地”

十四年的光景，靖宇县濛江乡
八宝村村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曾经，这里的村民守着几亩
薄田，产业项目单一，日子过得紧巴
巴。如今，家家户户养牛，村民的钱
包越来越鼓，脸上的笑容也愈发灿
烂，这一切都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
徐晓明的努力与担当 。

2011 年，徐晓明走马上任，一
心想为村民找到致富门路。经过多
方调研、外出考察，他发现养牛市场
前景广阔，并且村里有丰富的草料
资源和适宜的养殖环境，于是决定
把养牛作为村里的支柱产业。

当徐晓明把这个想法告诉村民
时，大家却顾虑重重。部分有想法
的村民担心缺乏养牛经验，投入大
量资金和精力后血本无归；还有一
些村民思想保守，习惯了传统种植
模式，不愿意尝试新事物。面对这
些困难，徐晓明挨家挨户上门做思
想工作，耐心为村民分析养牛的优
势和效益，还组织有意向的村民到

周边养殖成功的村庄参观学习。为
了让村民放心，他带头拿出自己的
积蓄，成立养牛专业合作社，并承诺
为大家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保障。

在徐晓明的不懈努力下，终于
有一部分村民鼓起勇气加入养牛行
列。为了帮助养殖户提高养殖技
术，他邀请畜牧专家到村里举办培
训班，从牛犊选购、饲料搭配、疾病
防治到日常管理，进行全方位指
导。他自己也跟着专家学习，一有
时间就往养殖户家里跑，帮忙解决
各种实际问题。

随着村里的养牛规模不断扩
大，销售又成了新的问题。徐晓明

采用“线上+线下”的手段，“线上”
利用网络平台发布销售信息，利用
微信与各地的买家、卖家进行沟通
交流，积极宣传村里的优质肉牛；

“线下”带领养牛户积极奔走于各大
牲畜交易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他的努力下，肉牛不仅打开了销
路，还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吸引了众

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
在徐晓明的带领下，如今的八

宝村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专
业村，养牛模式也从过去的“单打独
斗”转变为“齐心合力”，产业项目多
元化，养殖户年收入从几千元增长
到几万元甚至更多。村民翻盖新
房、买新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牛”气冲天奔富路
本报记者 郭小宇

“全国文明城市”梅河口市建设完善滨河景观带，设置文体
设施，让城市广场、“口袋公园”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图为市民
在河畔广场纳凉、漫步。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道“七一”前夕，梅河新
区党工委组织部（梅河口市
委组织部）举行纪念章颁发
仪式，向入党 50 年的老党
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手捧这枚沉甸甸的纪
念章，让我想起了 50 年前
我站在鲜红的党旗下，高举
右手庄严宣誓。从那一刻

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誓言便融入了我的血脉，成
为一生的信仰与追求。光
荣在党 50 年，是荣誉更是
鞭策，我将继续发挥余热，
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老
党员代表安玉和表达心声。

新发展党员代表、青年
教师曲志鹏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表达了对老党员的敬
仰：“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

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使命刻进教案，把‘立德树
人’的要求融入课堂，让红
色基因在学生心中生根发
芽，让教育的火种在传承中
愈发明亮。”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
组织要以“光荣在党50年”
纪念章颁发为契机，不断创
新丰富纪念活动的形式和
载体，增强仪式感、归属感

和使命感。引导党员干部
向老党员对标看齐，以老党
员为榜样，恪守入党誓词，
把初心和使命铭记于心、践
之于行，自觉接受党内政治
生 活 淬 炼 ，以 坚 定 的 理
想、优良的作风、实干的
精 神 努 力 工 作 ，为 加 快
推动梅河新区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贡
献力量。

梅河口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近日，白山边
境管理支队新市边
境 派 出 所 深 入 辖
区，开展“防范高考
志愿填报诈骗”专
项宣传活动，为高
考 学 子 筑 牢 反 诈

“安全网”。
王放 记者 郭小

宇/摄
人保财险公主岭支公司

作为公主岭市成立时间最早、
综合实力最强的国有保险主
体，始终以服务“三农“为己
任，全面落实国家农业保险惠
农政策，充分发挥保险风险保

障功能，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近年来，在公主岭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公司
履行金融央企社会责任，秉承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使命
担当，持续为当地农业发展保

驾护航。
公司始终致力于服务农

业实体经济，不断加大资源投
入力度，积极推动种植成本保
险、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
保险、养殖成本保险以及扶贫
产业保险等各类农业保险产
品落地见效。近三年来，累计
为公主岭地区提供涉农风险
保障超过 10 亿元，保险服务
覆盖客户6万余户次，切实为
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构筑起
坚实的风险防护网。

公司将继续发挥国有保
险企业的主力军作用，以更高
标准、更实举措服务“三农“。

扎根乡土担使命 农险守护助振兴

本报讯 李亚南 程羽 报道 为扎实推进
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日前，国网东辽县供
电公司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
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在东辽城区
内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全力筑牢
电网安全防线。

公司以“常态化巡检机制”夯实日常
运维基础，借助周期性巡查保障设备稳定

运行；依托“特殊天气巡检机制”，在极端
天气下迅速响应，精准防控；通过“推广无
人机科技巡检机制”实现智能高效排查，
突破人工巡检盲区；凭借“全员参与机制”
激发员工主动性，提升全员安全责任意
识，形成“人人查隐患、时时保安全”的良
好氛围；运用“一患一档管理机制”实现隐
患周期闭环管理，确保每条隐患“有记录、
有措施、有验收、有追溯”，提升隐患治理

精准度，为数据分析
及预防策略提供依
据。

国网东辽县供电公司

开展隐患排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