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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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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的长河中，《吉林农村报》就像特
殊的伙伴，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是良
师、是益友、是灯塔，引领方向。

与《吉林农村报》结缘，是在2002年的7
月。此前，单位的一名同事劝我，让我平时
写点东西，一能练笔，二能增加学识。乍听
未在意，过后细想，这话颇有道理，于是动了
心，只身一人到乡政府附近的两个村屯，经
过调查采访后，试着写了两篇报道，寄到了

《吉林农村报》社，没过几天，便在报上看到
了自己写的两篇文章。当时，心里有一种说
不出的喜悦，没想到一名普通读者写的稿子
能刊登在《吉林农村报》这张省级报纸上。
那一刻，我的心像是绽放的烟花，好像有一
场音乐会正在我的身体里唱响。我一遍又
一遍地读着自己的文章，那种成就感无法用
言语形容，心中满是自豪与喜悦。

随着时间的推移，《吉林农村报》成了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我从事
文字工作的历程中，从报纸上寻找素材成了
必修课，于是，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潜移默
化中养成了对文字，尤其是对美文的偏爱。
每天沉迷于阅读、写作，如醉如痴，喜欢把那
些直抵内心的文章剪下来收集，再粘贴到一
本本白纸装订的本子上，分门别类整理成
册，或供写作时参考，或闲暇时翻看。这份
精神食粮如甘泉般润泽着我的心田——美
好的文字赏心悦目，与文字相逢的瞬间便是
一见钟情的欢喜，一路走来，收获良多。

2007年，我分配到开发区工作，《吉林农
村报》更成为我在基层沃土中遇见“更好的
自己”的好助手。每天清晨，我都会在办公
室等待它的到来，那种期待如同期盼远方亲
人的信件。我随着记者的笔触领略到新农
村崭新的变化；我为农村里涌现出那些温暖
的好人好事而眼眶湿润，也为我省在经济发
展上取得的新突破而热血沸腾。通过读报，
视野也得到拓展，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也养成
了自觉学习的好习惯。

人也罢，物也罢，当与你没有
发生直接关系时，往往不太关心，
而真正有了一种关系就多了一份
牵挂。通过几个月、一年、两年的
学习和写作，让我了解到《吉林农

村报》是唯一个面向全省广大农民和读者的
综合性报纸，它以知识性强、信息量大、覆盖
面广而深受我省农民朋友的喜爱和欢迎。

《吉林农村报》原名《红色社员报》，从
1955年诞生的第一缕墨香，到如今在新媒体
时代绽放新彩，吉林农村报已走过70年光辉
岁月。

七十载栉风沐雨，七十载薪火相传！时
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过花甲之年。但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已经加入到退休大
军中的我却一直对看报情有独钟。看报的
时光是温馨惬意的，要是有几天不看报，心
中便会滋生出莫名的烦恼。

如今，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吉林农村
报》已成为耕耘收获的乐土。回顾与《吉林
农村报》共同成长的历史，回想自己的写作
之路，编辑老师的电话鼓励和书信往来是催
化剂，是点石成金的灵丹妙药，他们潜移默
化的激励是我不断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我相信，有70年沧桑岁月的深厚积淀，
有一代代报业人孜孜不倦的耕耘，在追风赶
月的征途中，《吉林农村报》将继续挺立时代
潮头，为新时代发声，为黑土地讴歌，续写更
多新征程新华章！

《吉林农村报》是我的灯塔
任建民

任建民：先后任职于梨树县梨树乡、
梨树经济开发区，喜爱新闻、文学、摄影、
诗词歌赋。现任四棵树乡关工委主任。

近年来，我省政务服务质效持
续提升，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破除
了壁垒、注入了活力，既让企业和群
众办事更便捷高效，也增强了经营
主体的发展信心，已成为全省优化
营商环境的核心引擎。

热点服务在线速办
“一网通办”更有温度

走进长春市宽城区政务服务中
心，记者看到前来大厅办事的群众
络绎不绝。在“一网通办”服务区，
工作人员正在通过自助电脑，细致
耐心地指导群众办理业务、解释办
事流程。现场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每天平均有 200 位群众来这儿自
助办事，像食品经营备案、营业执照
变更等这些办理较多的事项，近 8
成都能在电脑端完成。”工作人员刘
影一边协助群众操作食品经营备案

流程，一边介绍道，该中心目前配备
了 18 台自助电脑、10 台打（复）印
机，还有9名“一网通办”指导人员，
可以为群众提供从登录到材料上传
的全流程服务。“昨天仅打印复印，
我们就为群众提供服务 80 多次。”
刘影说。

“省政数局会同各地各部门，聚
焦服务集成、流程再造、应用便民，
深化政务服务‘极简改革’，进一步
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大
力推进‘一网通办’，逐步打通政务
服务的链路和纽带，让‘办事像网
购一样便利’。”省政数局政务服
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张岩松向记者
介绍，省政数局在推动政务服务
规范化方面，加强政务服务平台
网上统一受理端建设，支持省市
县共用，聚焦 128 项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集中开展规范化标准化便
利化梳理，充分依托现有省级政

务服务平台和行业业务系统拓展
功能，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失业
登记、客运车辆年审等 28 个原本
分散在 11 个不同系统、网站的高
频政务服务事项统一整合到“吉
事办”，避免重复建设，实现电脑
端、移动端“一网通办”；在推动掌
上服务多元化方面，精准聚焦老
年人、儿童、残疾人及困难群众等
特殊群体需求，依托“吉事办”打
造全方位、立体化、有温度的便民
服务体系；在推动线上线下渠道
融合方面，统筹线上线下，提升线
下办事能力，依托各级政务服务
中心，完善“一网通办”自助服务
区建设，同时围绕企业和群众办
事“谁能办、怎么办、去哪办、咨询
谁、咋投诉”等热点关切，组织相关
部门用百姓语言编制“一看就懂、一
学就会”的新版办事指南152份，持
续强化线上辅导帮办能力。

“我们的目的是既要让能办的
事好办易办，更要把该办的事、难办
的事高效办成，把老百姓急难愁盼
的事解决好，努力实现‘一网通办’
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助力我省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张岩松说。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不用来回折腾，手机上就能办
年审，省时省力又省钱！”近日，在外
地跑货运的长春司机李师傅，通过

“跨省通办”平台顺利完成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车辆年审，切实感受到了
政务服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深入贯
彻落实交通运输部、省政府关于“跨
省通办”工作部署，推动 20 余项道
路运输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
省通办”，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

“目前，我省已全面实现道路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补发、换发、注
销、诚信考核，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车
辆网上年审，道路运输证相关业务
办理，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以及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
从业资格证电子证照申领等高频事
项‘跨省通办’。”省运输管理局科技
信息科科长李建华说。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办理相关业务42万余笔，
业务办理成功率超99.5%，真正实现

“网上申请、网上审核、结果获取”全
流程在线办理，彻底解决道路运输
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异地办事“折返
跑”难题。

从“多窗跑腿”到“一网通办”，
从“折返跑”到“跨省通办”，我省坚
持以改革的思路破解发展中的难
题，以政务服务质量“一优再优”，助
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环境。

我省以一流政务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邱国强 邹鹏亮

走进通榆县十花道乡
新富村蚂蚱养殖厂，白色大
棚整齐排列，棚内手指粗的
蚂蚱四处蹦跶，发出“簌簌”
的扑腾声，50斤的青草两个
小时就能吃得干干净净。

“头一茬蚂蚱两个月左
右就能出棚售卖，预计收获
700 多斤，按市场价 40 元每
斤计算，仅这一茬就收入近
3万元。如果烹饪后在夜市
销售，每斤利润还能再增加
10元。”白士奇说。

今年 4 月，白士奇经过
市场调研和实地考察，发现
蚂蚱养殖具有周期短、成本
低、市场需求大等优势。他
投资 3.5 万元建起 3 座 500
平方米的养殖大棚，专门培
育“东亚飞蝗”这一优良品

种。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起初因经验不足，第一
批蚂蚱卵孵化率仅 80%，这
让白士奇既心疼又着急。
他查阅资料，请教专家，蹲
在大棚里反复试验、摸索，
终于找准了问题症结。

白士奇说：“运输过程
中有一定损耗，因为这个卵
仅一层薄膜，一碰受力就坏
了，主要是温湿度没控制
好，孵化池上面应该再加层
保鲜膜，孵化率就会提高。”

如今，白士奇养殖的蚂
蚱深受本地客户喜爱，无论
在生鲜市场，还是在夜市摊
位，都成了抢手货，预计年
收入将突破8万元。小小的
蚂蚱，不仅“蹦”上了餐桌，

“蹦”进了市场，也“蹦”出了
致富的新路子。

谈及未来，白士奇充满
信心。他计划扩大规模，牵
头成立养殖合作社，将蚂蚱
养殖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
更多的乡亲，让大家都能创
业致富。

新富村驻村第一书记
郑金鑫说：“‘东亚飞蝗’投
资少，见效快，两个月就能
回本，如果效益好，明年想
全村推广，同时拓宽销售途
径，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从城市打工青年到乡
村“蚂蚱小哥”，白士奇用智
慧和汗水证明，乡村大地藏
着无限生机。乡村振兴，需
要更多像他这样敢想敢闯、
扎根乡土的年轻人。

从打工青年到“蚂蚱小哥”
李桂华 张晓龙

通榆县十花道乡“90后”青年白士奇回乡养殖蚂蚱，不仅闯出个人致富新路，

还带火了周边夜市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