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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综合新闻

本报讯 谭涵阳 记者 郭小
宇 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应
对突发性洪涝灾害的应急处
置能力和抢险救援水平，切实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
日，临江市六道沟镇组织开展
防汛防地质灾害演练，通过模
拟实战，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应

急处置能力。
本次演练模拟遇持续强

降雨，河水位超警戒线，部分
堤段出现险情，低洼地带出现
内涝，有群众受困。演练在镇
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下进行，成立现场指挥部，下
设监测调查、后勤保障、医疗

救助等多个工作组。
演练紧紧围绕防汛抢险

关键环节，设置多个贴近实战
的演练科目，各小组发现灾情
与受灾群众后及时转移安置，
引导群众按预定路线撤离至
安全避险点，并提供基本生活
物资保障和医疗照护。

演练集结镇应急管理办
公室、水利站、派出所、卫生
院、民兵应急分队、部分群众
代表等多方力量，约 50 人参
与。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反
应迅速、配合默契，整个演练
过程紧张有序、处置得当，收
到预期效果。

六道沟镇加强防汛应急能力建设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在辽源市西安
区灯塔镇东孟村，村
党支部书记刘彦斌
带领村民走出乡村
振兴新路径。

2021年，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300
名村民成为股东，通
过统一规划种植、集中

销售的模式，将原本分
散的百亩土地扩展至
2700亩。在集约化经营
下实现提质增效，村民
年均增收达 30%，土地
真 正 释 放 出“ 黄 金 效
益”。面对资源瓶颈，刘
彦斌带领村民将 200 亩
涝洼地进行改造，其中
50亩引入老道山泉水种
植生态稻米，150亩采用

“稻蟹共生”生态种养
模式。同时，注册“溢
香东孟”农产品品牌，
对玉米、小米、高粱米
等作物进行初级加工，
显著提升了产品附加
值。

东孟村实施老年暖
心工程，为 70 岁以上

老人发放 100－300 元
不等的年节慰问金，年
支出 20 余万元。村民
通过参与耕种、民宿运
营、环境整治等工作，每
年可获得 40 余万元劳
务收入。一系列举措让
村民享受到集体经济带
来的红利，实现了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让村民享受发展“红利” 本报讯 姚新影 报道 每
天清晨六点，在龙井市老头
沟镇太阳村，嘹亮的军号准
时响起。这是第一书记陈
宇、一名拥有 19 年军龄的转
业军人，以独特方式唤醒山
村，迎接新的一天。

2023年8月，受延边州医
疗保障局党组委派，陈宇赴
太阳村任第一书记。他将在

部队锤炼的钢铁意志与严谨
的作风带入乡村治理，视村
党支部为“指挥部”，田间为

“练兵场”，村民笑脸为最高
“军功章”。驻村 19 个月，陈
宇与干部村民同甘共苦，干
群关系亲如一家。

陈宇充分发挥桥梁作

用，积极协调延边医院优质
资源下沉。两年间，开展３
次大型义诊惠及全村，60 余

名专家提供心内科、神经内
科、骨科、肾病科等诊疗服
务，累计发放价值 9000 余元
药品。他还协调药业公司捐
赠药品 3000 余盒，有效缓解
了村民“看病难、购药远”问
题，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着力提升村民幸福感

六月，骄阳似火，磐石市取柴河
镇四道村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正值
木耳采摘季，食用菌种植户孟祥东
家的大棚里，木耳如黑色的精灵挂
满菌棒，滑子蘑也长势喜人，一场关
于“小木耳”的致富故事正在这里精
彩上演。

清晨，当阳光推开薄雾，在四道
村的食用菌种植基地里，随处可见
村民忙碌的身影。他们穿梭在一排
排整齐的菌棒间，小心翼翼地将成
熟的木耳采摘下来，放进身旁的竹
筐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今
年的春耳品质特别好，市场行情也
不错，这147万段春耳，可是我们增
收的‘主力军’！”孟祥东一边麻利
地采摘着木耳，一边兴奋地说道。

而在这场木耳产业发展的“战
役”中，村党支部书记齐宝林无疑是

“领头雁”。几年前，四道村产业基
础薄弱，村民增收困难。齐宝林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多次外出考
察学习，发现食用菌种植市场前景
广阔，便决心带领村民发展木耳种
植产业。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齐宝林
带头试种，邀请专家到村里进行技
术指导，从菌棒制作、菌种培育到田
间管理，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在他的努力下，第一批木耳试种成
功。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后，越来
越多的村民加入到种植队伍中。

为了提高木耳的产量和质量，
四道村不断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今年，村里种植的滑子蘑 64 万段、

秋耳 85 万段也
迎 来 了 丰 收 。

“我们通过科学
管理，不仅提高
了木耳品质，还
延长了采摘期，
让收益最大化。”齐宝林介绍。

随着木耳产业的不断发展，四
道村还积极探索多元化销售渠道。
除了传统的线下销售，还与电商平
台合作，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等方式，
将优质木耳推向全国各地。“现在我
们的木耳不愁卖，很多客户都是回
头客。”孟祥东说。

木耳产业的发展，不仅让种植
户鼓了腰包，还带动了村里剩余劳
动力就业。采摘季期间，每天都有
数十名村民在基地务工，增加家
庭收入。“在这里干活，既能照顾
家里，又能挣钱，真是一举两得！”
正在基地务工的村民徐永明笑着
说。

四道村：“小木耳”成增收“主力军”
陈梦昕 谷禹 本报记者 徐文君

6 月 25
日，延边边境
管理支队图们
大队红光边境
派出所民警走
进图们市五工
幼儿园，开展
安全教育。

张法平/摄

本报讯记者 吴连祥 报
道“七一”前夕，梅河口市中
和镇组织开展退伍老兵进校
园宣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90 岁高龄的退伍老兵姜
正镐应邀走进中和镇学校。
姜正镐精神抖擞，向师生讲述
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1955
年，19岁的他响应国家号召投
身军营，成为一名迫击炮兵。
在人民军队这座大熔炉里，他
刻苦训练，钻研军事知识，积
极参加国防建设。在丹东路
安庙挖坑道，面对恶劣的环境
和繁重的劳动，他和战友们凭

借坚定的信念咬牙坚持，按时
完成了施工；在备战训练中，
通过一次次实弹射击，不断提
升作战本领。凭借出色表现，
他被任命为班长，并荣获“优
秀炮兵”称号。

姜正镐鼓励学生，要热爱
党、热爱祖国，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将
来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人
才。

镇武装部、退役军人服务
站将继续开展宣讲活动，让更
多青少年和群众聆听红色故
事，为乡村全面振兴集聚精神
动能。

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奋进力量

中和镇开展老兵进校园宣讲活动

感悟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红色血脉，近日，抚松边境管理大队
联合抚松林区法院，前往黄家崴子抗联遗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佟雪冬 佟磊/摄

本报讯 张建华 张春
才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夏
日夜晚，清风徐徐。辉南
县石道河吉视传媒放映员
深入中心小学，为 40 余名
留 守 儿 童 放 映 影 片《哪
吒》，以光影艺术弘扬奋斗
精神，丰富少年儿童精神
文化生活。

夜幕降临前，放映员
张师傅在校园礼堂搭建临
时影院，他精心调试设备，
做好映前准备。随着银幕
亮起，哪吒与敖丙携手对
抗龙族、父子冰释前嫌的
情节，引发孩子们阵阵惊
叹。

据了解，此次放映活
动是吉林省“公益电影+校
园思政课”的具体实践。
院线选择影片面向留守儿
童群体，特别推出“点单
式”服务。依托覆盖全镇
13 个行政村的放映网络，
启动“进校园”活动，计划
惠及学生700人次。

镇文化站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石道河镇，放映员
不仅送电影下乡，还联合

当地司法所开展“法治观影课堂”，通过
影片相关情节，解析法律知识。在村屯，
院线将放映点与民俗旅游结合，打造“露
天影院+农家乐”新场景。截至目前，累
计放映公益电影 58 场，观众达 1.2 万人
次，其中红色影片占比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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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唐丽红 报道 在
消费者对健康食品需求日益
增长的背景下，松鼠部落品牌
以其纯天然炒货产品和精品
礼盒包装，逐步赢得市场认
可。该品牌依托自建炒货厂，
专注于生产瓜子、进口干果、
松子及坚果等系列产品，致力
于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无公害
休闲食品。喜庆礼盒系列，凭
借精美设计和可靠品质，成为
节日馈赠的选择。

松鼠部落炒货厂位于通
榆县，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配备
一条全自动生产线。生产流

程高效有序，日产量可达十几
吨，确保产品供应稳定。厂区
严格遵循纯天然绿色标准，从
原料选择到加工环节，均实施
严密把控。进口干果、松子及
坚果经过精挑细选，结合精品
礼盒包装，凸显产品的高端定
位。质量保障体系完善，包括
日常加工抽检和外部监督，每
月进行 2－3次随机抽检，确
保每批次产品均符合安全规
范。这种对质量的坚守，提升
了品牌知名度，为消费者带来
安心体验。

在销售方面，松鼠部落产
品主要覆盖东北三省和河南

地区，采用批发源头厂家模
式，提供一站式服务和送货上
门便利，直接对接渠道降低中
间成本，让利终端客户，同时
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品牌礼
盒系列尤其受欢迎，适用于各
类喜庆场合，瓜子及坚果组合
包装。企业带动当地剩余劳
动力就业二三十人，为区域经
济注入活力。员工团队专注
生产与服务，共同维护品牌“纯
天然绿色无公害”的核心承诺。

松鼠部落炒货厂将继续
深化产品质量管理，并拓展礼
盒产品的创新设计，满足不断
变化的市场需求。作为批发

源头厂家，承诺坚持送货上门
等便捷服务，为消费者带来健
康便利的选择。通过严把质
量关和高效生产，正稳步成为
炒货行业的可靠伙伴。

松鼠部落炒货厂

为消费者提供绿色休闲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