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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洮南大地生机盎然，在奔流的洮儿河、蛟流河等

水系滋润下，黑土地上的农作物正在茁壮成长。2021年，洮

南市粮食产量首次迈入吉林省前十产粮大县行列，今年以

来，洮南市在守好“粮袋子”的同时，不断探索做优做强特色

现代化农业，努力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多方位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紧盯现代农业紧盯现代农业 谋划富硒水稻产业谋划富硒水稻产业

走进洮南市福顺镇庆茂村，眼前一片片稻田如同绿色的

“地毯”铺陈开来，一派丰收的好兆头。

“我的水稻现在看着和普通的水稻没有太大区别，但这

些水稻可不简单，都是今年我按照去农药、去化肥、零农残、

无公害标准试种的富硒水稻，它除了留存普通水稻的全部营

养成分外，还具有保护心脏和延缓衰老、提高人体免疫力等

多种特殊保健功能呢！”福顺镇庆茂村村民盛东波说。

富硒农业属于功能性农业，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一支

具有特色的新兴力量，发展富硒产业洮南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2003年，吉林省地质调查院根据1:25万土地质量地球

化学调查，在洮南市发现富硒土地9处，总面积约227.83平

方公里，主要集中在洮南市福顺镇全域以及野马乡、那金镇

等乡镇部分区域。

“我们村今年共推广试种富硒水稻200公顷，目前长势

都很好，村民也很认可，明年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广

富硒水稻种植，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让村民的收

入越来越高。”福顺镇庆茂村党支部书记张和说。

近年来，洮南市正探索通过“建基地、引技术、抓园区、塑

文化、创品牌”等五大措施，建设集生产、加工、研发、贸易于

一体的国家重点富硒产业集聚区，打造中国乃至世界的硒文

化体验中心与科研基地，实现从富硒农业到富硒产业的转

变，将洮南市打造成“吉林富硒现代产业发展示范区”和“中

国东北首个富硒产业区”。

发挥传统优势发挥传统优势 做强杂粮杂豆产业做强杂粮杂豆产业

蛟流河乡是洮南市及周边杂粮杂豆交易集散地，乡内有

多个交易市场，这里的农户也有种植杂粮杂豆的传统和积极

性。

“今年，我在自家和流转的土地上种了8公顷大豆，现在

长势都很好，有的都已经结角了，相信今年又会获得一个大

丰收。”蛟流河乡光荣村村民张为说。

洮南市杂粮杂豆种植历史悠久，农民具有丰富的种植经

验。洮南市现有杂粮杂豆行业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9个，白城公共品牌（洮南绿豆）1个，杂

粮杂豆交易市场3个，年交易额10亿元，带动洮南市及周边

三省一区杂粮杂豆种植面积600余万亩，营销网络覆盖国内

12个省、市，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日本、韩国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杂粮杂豆注册商标已达156个。

近年来，洮南市以打造杂粮杂豆产业集群、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为目标，按照“规划科学、布局合理、主业突出、特色明

显”的要求，努力实现杂粮杂豆产业集群良种化、标准化、产

业化、市场化水平稳步提升，充分发挥传统产业优势，并持续

做大做强，助推百姓增收致富，乡村振兴发展。

活用房前屋后活用房前屋后 发展庭院经济发展庭院经济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洮南市充分发挥庭院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

要作用，努力把“小庭院”打造成“大产业”。

“别看我这小院不大，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收入。

今年，我利用自家小院种植了西瓜，村上成立了党支部领办

的合作社，帮我统一销售，西瓜卖上了好价钱，一个小院就给

我创造了一万多元的收入，还不影响我继续种植自用的瓜果

蔬菜，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庭院经济这个点子真是太好

了。”黑水镇黑水村村民薛丙志说。

近年来，洮南市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乡镇，“一

乡一业”特色村，推动庭院经济规模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着力培育发展一批庭院经济特色乡镇、特色村，使庭院经济

成为乡村振兴，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保持庭院经济规模稳

中有升，2017-2021年共发展庭院经济种植户27.35万余户，

种植面积15.74万亩，让“小庭院”发挥了“大作用”、获得了

“大收益”，群众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通榆县运用“小积分”

激活“大德治”，通过加强德治积分

体系建设，将村规民约作为促进农

村移风易俗的重要切入点，推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重视孩子教育，考上大学本

科+1000 分，考上 211 大学+2000

分，考上985大学+5000分；红事不

超过10桌、白事不超过5桌的+100

分等等。今年初，通榆县八面乡将

《村规民约》重新精心细化，形成了

一套较为完善和成熟的村民自治

德治积分体系。接地气、入民心的

《村规民约》积分、减分细则，把村

民关心的“小积分”这个“牛鼻子”

牢牢抓在手中，让《村规民约》落实

落地，有效遏制了农村的陈规陋

习，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取得扎实成

效。

2021年9月，通榆县在八面乡

八面村创新成立“乡村振兴综合服

务站”，将积分兑换超市（爱心超

市）进行了“提档升级”，由脱贫攻

坚期间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

面向建档立卡户扩展到乡村振兴

期间服务全村农户。为全体村民

以户为单位制发积分兑换超市（爱

心超市）积分卡，依托《爱心超市管

理办法》《爱心超市积分细则》《爱

心超市减分细则》,全体村民通过

劳动赚取“积分”兑换日常生产生

活用品，通过“小积分”激活了“大

德治”，让《村规民约》落到了实处、

深入民心，进而带动了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

需要“输血”是乡村振兴服务

站有效运行的难题，为了让“小积

分”杠杆的支点更加坚实有力，八

面村乡村振兴服务站围绕当地农

产品优势，创办了“通榆县聚农鑫

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培育八面

小米等乡土“品牌”，并通过“放心

采购点”收购本村村民自产的小

米、鸡蛋、鸭蛋、杂粮杂豆等农副产

品，统一加工包装，销往吉林财经

大学、白城师范学院、白城职业技

术学院等地，所得收入全部转化成

乡村振兴服务站的积分。截至目

前，八面村累计赋分182405分，其

中居民庭院和分担区赋分119790

分，公益劳动赋分57725分。

“我们通过整合社会各方资

源力量，调动全县各部门的共同

参与，不断摸索总结德治积分体

系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

此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助力全

县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通榆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

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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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忠，你家的黄菇娘儿怎么样了？”在镇赉县东屏镇白

音河村村民彭海忠家，帮助他种植黄菇娘的项目专家，来自

白城市农科院的陈淑君研究员问。

“没想到盐碱地里种出来的菇娘这么甜！来，大家都尝

尝。”彭海忠笑着拿出自己种植的黄菇娘分享给大家。看到

他非常高兴，陈淑君也开心地笑了。

“今年春季，白城市农科院给白音河村黄菇娘项目投入

了9万元，我们在5家农户庭院里试种了4亩黄菇娘，地膜、

种子、肥料都由院里提供，由农户进行管理，现在看长势良

好，初步估算每亩纯收入能达到3500元。盐碱地里种出了

黄菇娘，既是乡村振兴的帮扶新亮点，也是科研成果的成功

落地。”驻村第一书记毕洪涛说。

3年前，村“两委”及包保部门向镇赉县委、县政府及相关

部门积极争取确立了水田开发扶贫项目，在白音河村的盐碱

地种水稻。农科院的专家发挥了技术优势，实时指导，3年过

去了，如今这200公顷水稻绿意盎然，随风起舞。在村里，农

科院帮扶种植的李子、葡萄也挂满了果实，作为白城市农科

院农业专家的毕洪涛经常到葡萄园去指导，期待秋季有个好

收成。

“白城市农科院和白城市文联驻村工作队已经在这里扎

根了6年，这两家包保单位这些年给村里送来了技术、送来

了文化，如今村里环境变美了，家家都通水泥路，处处花红柳

绿，村民的日子好了，笑容也多了，工作队这些年没少挨累，

付出的太多了，村民们打心眼里感谢他们。”村书记侯志军

说。

盐 碱 地 里 结 硕 果
潘晟昱 王凯 本报记者 张磊

嫩江湾旅游区位于吉黑两省交界，以“千里嫩江第一

湾”而闻名，是集湿地生态观光、捺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

国家AAAA级景区，正在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有大小景

点百余处，特色景点18处，享有“江湾十八景”之美誉。这里是吉林

西部旅游大环线上的重要节点，是全国辽代捺钵文化旅游目的地。

旅游区紧邻城区，形成“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城景相依”的城市特色，融湿地

景观和地方历史文化于一体，清雅脱俗、生态原始、养眼醉心。

夏日里，登楼远眺，微风拂面，江水流缓，轮渡穿梭；傍晚时分，渔舟唱晚，

蜿蜒的岸边，一抹沙滩写意舒展。原始古朴的嫩江风光如诗如画，大有“一楼

静览水上趣，幽室能观世外天”之感。景区内辽皇观鱼台、华夷同风院、渔猎博

物馆、契丹八角铜镜雕塑等人文景观与翠谷溪、玉龙湖、外滩天然湿地等自然

景观和谐共舞，燕舞莺歌扬彩翅，草青水绿绘葱茏，吸引八方游客。

春来桃李花铺雪，秋去白鹤舞翩跹。嫩江湾自然资源禀赋独特突出，湿地

生态特征显著，有植物57科169种，野生动物274种，鱼类6目11科52种。湿

地里林草丛生、蒲苇繁茂、水草丰美；湾内水光潋滟、沙滩细软、天蓝云白，原始

生态景观秀美怡人，为城市构筑了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

白城市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本报讯（郭梓钦）近日，白城市总工会开展了2022

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切实维护职工劳动安全健康

权益，把工会组织的关心关爱送到一线职工的心坎上。

白城市总工会慰问组先后来到市公安局、市城管

局等39个部门（单位）及企业，为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和

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民警、环卫工人、快递员、护工

护理员等群体送去了防暑用品。同时，还帮助广大职

工了解服务知识、劳动保护知识、职工互助保障知识、

法律维权服务等，提高职工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本

次活动共投入慰问资金37.8万元，惠及6599名一线岗

位职工。

白城公安严厉打击“食药环”违法犯罪
本报讯（柏博）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

以来，白城公安机关食药环侦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紧密结合“昆仑2022”专项行动，重

拳打击突出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整治社会治安问题，

攻坚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坚决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哪里问

题严重就集中整治哪里”，深入分析梳理本地食药环和

知识产权领域突出犯罪问题，明确打击重点，细化具体

措施，采取雷霆手段，确保打出声威、打出成效。截至

目前，全市公安机关食药环侦部门共破获案件37起，

破获省督案件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人，捣毁生产工

厂1个、生产作坊1处、仓储窝点3处，查获假药、有毒

有害食品4000余公斤、380余件，冻结生产资金52万

元，扣押机器设备2套，涉案标值6900余万元。

白城机场“阅读驿站”正式启用
本报讯（王思琪）7月18日，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白城机场分公司打造的“白城长安机场阅读

驿站”正式启用。优质的读书空间，丰富的文化书刊，

让旅客及机场员工可以体验到便捷的阅读服务，为白

城创建文明城市助力添彩。

该“阅读驿站”设立在候机大厅西侧，由白城市委

宣传部无偿提供书籍，并定时更新。白城机场自开航

以来，一直积极推进人文机场建设，将企业文化贯穿于

文化品牌建设的始终，以“文化”成就“品牌”，不断为旅

客提升候机体验，真诚为旅客服务。

政务之窗·微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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