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公主岭市怀德镇

三里堡子村的棚膜经济发展喜

人，全村百姓通过种植香葱实

现了共同富裕。曾经人均不足

两亩土地的小村庄，如今已经

跃升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村。近

日，记者走进了这远近闻名的

“东北香葱第一村”。

从长春乘车出了怀德高速

口，就看到三里堡子村道路两

旁的一栋栋钢筋骨架大棚。

村党支部书记李小甫告诉

记者：“全村1425栋大棚，人口

1339人，几乎人均一栋大棚。”

他说，村里原先没有大棚，2016

年村委班子经过考察后带头集

资搞试点，投资30万元建起了

6栋温室大棚种香葱。由于侍

弄精心，一年能收获4茬香葱，

当年就赢利20多万元，收回了

70%的成本，第二年就是净赚。

香葱种植就此在三里堡子村扎

下了根，也让村里的农民找到

了致富的金钥匙。村里还成立

了专业合作社，把有限的土地

集中起来，协调资金建大棚，再

以每栋5000元的低价返给合

作社员，降低发展门槛。短短

5年间，三里堡子村的棚膜经

济滚雪球般发展壮大，并以规

模占领了市场，成为我国北方

产量最大的香葱种植基地。

目前，三里堡子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2.1万元，村民

腰包鼓了，腰杆直了。很多外

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乡种

香葱，于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告诉记者，以前在长春市打

工，总来回跑，也挣不了多少

钱。2019年，他回家乡种植香葱，贷款20万元建大棚，日子

越过越好，还收获了爱情。如今，于德有10栋大棚、3栋温

室，年纯收入达到80万元。刚刚过去的2021年，他家盖了

新房、新添了车，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三里堡子村，通过种植香葱，产生了一批致富能手，

有近200名新型农民当上了小老板，500名青年农民成为科

技当家人。脱贫户也都入股村蔬菜种植合作社，共同走上

致富路。全村年产香葱突破5000万斤，销遍全国各地，同

时带动周边乡镇形成了香葱种植产业集群，“东北香葱第一

村”的名号越来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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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办班培训种大豆

本报讯（记者陈沫）为做好2022年粮食绿色高质高效

创建工作，日前，安图县农业农村局举办2022年大豆绿色

高质高效种植技术培训班。来自各乡镇的村干部、种粮大

户共60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安图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传达了《2022

年安图县大豆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实施方案》，明月镇政

府相关负责人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大豆产业的发展态势，重

点围绕近年来安图县种植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

鼓励扶持大豆产业方面的政策及措施。随后，省农科院专

家讲解大豆病虫草害防治技术、大豆生产与栽培技术等方

面内容，并对现场提问进行详细解答。

此次培训提升了村干部及种粮大户对大豆绿色高效新

技术和新品种的认识水平，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农户种植大

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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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2岁的杨贵利是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党支部

的纪检委员。上任以来，怎样履职尽责做好监督工作，成了

他持续思考的问题。短暂思考后，杨贵利快速对照职能职

责，厘清了工作思路。自此，望江村的田间地头、村民院落

总能看到杨贵利的身影，通过与村民沟通，杨贵利知晓了村

民对村干部的意见看法，知晓了村民的信访诉求，知晓了监

督的方式方法……

治村先抓党建，党风引领民风。杨贵利任望江村支部

纪检委员后，深知要想发展本村经济，必须取得村民对本届

党支部的理解和信任。上任伊始，他就把工作重心放在提

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政策理论水平上，使党员干部不想腐、

不敢腐。他利用“三会一课”集中辅导统一学习。在学习

中，全体党员深深地感受到只有经常性地学习、受教育、学

习新科技，才能增强为村民服务的本领。

不仅如此，杨贵利还自己带头学。作为村党支部纪检

委员，他率先垂范，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写心得体会，农闲多

学，农忙少学，做到雷打不动。由于以身作则，严以律己，有

效带动全村党员主动、自觉地学习，提高了学习效果，提升

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真正地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

起，共同谋发展、兴产业、奔致富。

在杨贵利看来，当好村里的“监督员”，还是要走到村民

中去，“看看村民有啥需求，找找村里有啥难题，才能把工作

做扎实。”杨贵利说。如今，村民对党支部和党员的信任度

显著增强，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望江村农民老龄化突出，零碎分散的传统农业种植模

式，导致农业发展创新能力不强，信息化程度低，土地收益

差，农民的积极性不高。怎样带动帮助村民增收致富？村

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杨贵利以一以贯之的作风，整

合租赁土地15亩，建起了两栋日光大棚。

为让有限的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杨贵利采取了葡萄、

草莓、蔬菜科学套种，以及其他果树栽培和果蔬采摘。除去

投资成本，大棚利润至少在10万元以上。这一举动有效带

动了其他村民积极发展特色种植的热情。

在杨贵利的带动下，全体党员和村组干部为村民办好

事、办实事的事情增多了，增强了农村党员干部帮农致富

的能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整个党支部的向心

力、战斗力，还为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起到骨干带

头作用。

如今，以蜜汁葡萄、无公害蔬菜、桃李为主的望江果蔬

在本地享有盛名，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每当问到村民，望

江村的产业为何能快速发展时，他们会告诉你，得益于村干

部为民干事的决心，得益于像杨贵利一样时刻把村民冷暖

放在心里的人。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赢得未来。我们要继续加油干，

让望江村的振兴路越走越稳当。”杨贵利表示。

一心为民的“监督员”
——记临江市望江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杨贵利

本报记者 陈沫

驻村第一书记的“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刘正帮 李波）近日，辉南县城建局驻辉南镇三

合村第一书记刘晓伟和工作队成员为村里的孩子们上了生

动的“开学第一课”。

据了解，这次课程有三部分内容：一是安全教育，涉及

溺水安全、防火安全、网络安全、心理健康安全等；二是法治

教育，课堂上，详细讲解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四个

亮点，并告诫同学们，只有增强法律意识，遇到问题才能够

做出准确判断，从而提高自我保护、自我防范的能力；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爱国主义教育。

课后，驻村工作队为孩子们发放了毛巾、牙筒、牙刷等

生活物品，鼓励孩子们刻苦学习、追逐梦想。

积极贷款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张延国 赵俊)连日来，长白县十四道沟信用社

为确保农民备春耕不误农时，针对农户资金周转困难的问

题，开展入户走访核实工作，为申请贷款的农户提供上门服

务，为农户春耕、发展养殖业提供信贷支持。

他们以服务农户、接触农户、了解农户为中心，逐村入

户走访宣传，认真调查，倾听农户对信贷服务的相关建议和

意见，及时帮助农户解决资金需求，详细解答了养殖户提出

的各种信贷问题，并对农户所提出的建议和想法也做了详

细记录，帮助农户解决贷款难、贷款贵的难题，优化了农村

信用环境。

“人均1头牛，吃穿不用愁；人均2头牛，收入上层楼；

人均3头牛，日子富流油”……在梨树县流传着这样一段

顺口溜。

近年来，梨树县结合本地肉牛养殖实际，提出

“51112”肉牛工程，即5个万头牛场，10个千头牛场，100

个百头牛场，1000个50头牛集中饲养户，实现户均2头

牛的发展目标。截至去年年底，全县肉牛存栏24.8万

头，出栏育肥牛20万头，饲养量达到44.8万头，一幅粮

丰、牛壮、日子旺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因地制宜 走出乡村振兴的“梨树路径”

作为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县、畜牧业大县、生猪调出

大县，梨树县委、县政府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进程，优先发展畜牧业，做大做强畜牧业经济，带动农村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21年，我省实施“秸秆变肉”工程，启动千万头肉

牛工程建设，建设承载粮食及副产物转化增值的畜牧业

大产业，明确到2025年，全省肉牛发展到700万头，之后

再利用2至3年时间，实现1000万头。

梨树县年产玉米40亿斤以上，年产秸秆225万吨，发

展肉牛养殖优势得天独厚，这是历史赋予的机遇，也是时

代搭建的舞台。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

如何谋划产业发展规划，推进梨树县肉牛产业做大

做强？

建立肉牛养殖四级包保制度。形成了县委书记带头

抓，乡镇党委书记带头推管，村第一书记带头落实，村支

部书记带头养的四级书记抓养牛工作格局。建立了乡领

导干部、乡镇机关干部、村干部、社干部四级包保责任体

系，包保到户，落实到牛，实现农户购牛有人把关，售牛有

人跟踪的监管体系。

破解产业发展资金瓶颈。由金融办牵头出台《梨树县

肉牛产业发展金融政策落实方案》，目前全县304个村全

部完成集中授信业务；同时在全县展开了肉牛金融贷款摸

查清底攻坚月活动，每个乡镇布置2名硕博人才配合乡镇

展开肉牛金融贷款宣传调查工作，每天都要对各乡镇（街

道）肉牛增量进行统计排名。2021年梨树县肉牛养殖贷

款户共计12720户，累计发放肉牛贷款7.3亿元。

措施跟进，规避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进肉牛产业健

康发展。梨树县在全县发放《梨树县促进肉牛产业发展

便民手册》和《梨树县乡村振兴“一对一”帮扶推进肉牛养

殖工作倡议书》2.2余万份，各乡镇“牛办”依据养殖户需

求，从肉牛产业政策、养殖技术、疫病防控、圈舍树立、品

质选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服务指导，处置实际问题，增强

养牛户发展信念。

变粪为宝 循环农业之路越走越宽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阵阵鸡鸣，打破寂静，梨树县

康平街道八里庙村从黑夜中渐渐清晰。

养牛户刘井库翻身起床，来到牛棚开始投喂饲料。

自从去年年底购买12头母牛以后，老刘每天精心照看，

观察牛的状态，忙得不亦乐乎。

这两年，在政府的号召下，八里庙村的养牛户越来越

多，养的牛多了，排泄的牛粪也随之增加。对农户来说，

牛粪多了不怕，找块地方堆起来，晾好了就能当肥料使

用，可这种“土法制肥”存在很多弊端，一到下雨天粪水乱

排，污染环境。

“现在牛每天产生的粪便，我们用车拉到地里，铺上一

层，待到春耕时节，牛粪和秸秆一起深翻还田，不仅增加土壤

有机质含量，培肥地力，还能提高粮食产量。”老刘笑着说。

冬天扬到地里，夏天该怎么办？记者连连追问。

原来村里建立了两个畜禽粪污收集点，由卢伟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收运堆沤处理，用于种植还田，这种

方式打通了养殖业粪污处理与种植业有机肥需求通道，

实现种养结合、农业内部融合的发展模式。

为使“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回归本位，梨树县以畜禽

粪污整县推进项目为契机，积极探索散养户畜禽粪污就

近堆沤发酵还田利用模式，农户将粪污发酵处理好后施

加到自家农田，多余的粪污运输到粪污收集点，由粪污处

理中心转运集中处理。

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县畜禽粪污利用，2021年初梨树

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畜禽粪污治理目标书、各乡镇与辐

射的区域性粪污处理中心签订粪污委托处理协议、对全

县养殖场户发放畜禽粪污治理告知书，明确粪污治理养

殖户为主体责任人，乡镇负属地管理职责。机制建立方

面，出台《梨树县畜禽粪污整县推进项目指导意见》《进一

步健全完善全县畜禽粪污收储运体系实施方案》等指导

性文件，对畜禽粪污利用接下来的工作进行部署安排，确

保畜禽粪污利用工作良性运营。

“退户入区” 为肉牛产业发展赋能

“村民在自家院子养牛，由于圈棚面积限制，产业发

展遇到瓶颈。”梨树县郭家店镇孙家屯村党支部书记王凤

伟说。去年，梨树县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1342万元，

实施“退户入区”试点，在梨树镇中安堡村和郭家店镇孙

家屯村建设15栋、1500头的规模肉牛养殖场。

走进位于郭家店镇肉牛产业园区的四平市鼎牛牧业有

限公司，现代化牛舍整齐排列，膘肥体壮的牛儿悠闲地吃着

草料，黄澄澄的玉米秸秆在黄贮窖里正在发酵变饲料。

“这些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850头原种海福特基础

母牛，已有600余头完成配种工作，预计今年4月大量产

犊，目前母牛生长势头良好。”王凤伟指着面前的牛群喜

上眉梢。2020年，他注册成立了鼎牛牧业有限公司，带

领全村发展养牛事业。

据了解，郭家店镇肉牛产业园区整体项目计划总投资

1.02亿元，建设期限为3年。一期项目占地面积5公顷，

已投资5000万元，建设标准化养殖圈舍10栋，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现存栏肉牛1100头。二期项目计划今年5

月开工，占地面积10公顷，建设肉牛养殖圈舍6栋，建筑面

积2万平方米，饲养肉牛5000头，构建自繁自养模式，提供

生物安全，减少疫病发生。同时积极争取到上级“退户入

区”政策支持，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及政府配套资金

500万元，建设育肥牛舍4栋，设计肉牛存栏能力500头，

用于租赁给周边农户发展肉牛养殖，增加农民收入。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鼎牛牧业有限公司

实施集中养殖，统一标准化建设，具有科学化管理体制，

逐步替代农村散养模式，养殖销售、防疫、环保一体化运

作。充分利用公司的资金、良种、技术等资源优势，积极

探索肉牛代养模式，创办“托牛所”，目前帮助5家农户代

养98头肉牛。通过“退户入区”，积极发展壮大规模养

殖，实现量的增加，形成规模优势，促进全县肉牛产业经

济发展。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

也。”站在新的起点，梨树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踏着肉牛富民的振兴强

音，奔行在吉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的大道上。

粮食大县的兴牧之路
——梨树县推进肉牛产业发展记事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张阳 尚喜春）扶余市加大引

才、育才力度，搭建聚才平台，全面营造有利

于人才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推进全市经

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保障。

不拘一格，引入各方英才。加大人才引

进力度，实施优秀人才“雁归来”计划，引进

成熟型的优秀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

层次人才16名。开展“桑梓人才”招聘、“城

市社区工作者”招入等招录活动11次，共招

聘各类人员719名，其中事业编制人员187

名，为全市各项事业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

人才基础。

灵活多样，培育实用人才。围绕重点领

域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各类人才培养项

目，实施“蓝领培育计划”，培训新生劳动者、

企业在岗职工等人员共6900余人；组织28

名基层人才参加吉林省基层人才学历提升

计划，340余名乡村致富带头人参加松原市

乡村致富带头人能力提升计划，为乡村振兴

培养储备一批觉悟高、素质好、能力强的农

村实用人才。

突出重点，打造聚才平台。与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等省内13所高校联合建立“扶

余市人才引培基地”，聘请各高校相关负责人

为扶余市招才引智“人才大使”，依托史丹利

化肥扶余有限公司建立“候鸟型”人才工作站

1个，进一步拓宽引才渠道。全面打造集产业

项目中心、干部人才中心、乡村振兴中心、智

慧党建中心、人才服务中心“五心并联”的“人

才之家”综合服务平台，全面形成人才与产业

项目、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

扶余：引才育才聚实力

日前，国网永吉县供电公司土城子供电所党员服务队

通过“系统筛查+实地现场走访”，主动服务三农客户备春

耕，切实为生产客户解决用电问题。 宋日成 摄

近年来，梨树县以发展肉牛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为目标，重点推广“五统一”肉牛集中养殖模式，

即“统一带户入区、统一经营管理、统一饲料收贮、统一粪污资源化利用、统一政策保障”，开展肉牛集中养殖，促进秸

秆变肉。 （资料图片）

三农短波三农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