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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镇赉县建平乡大岗

村一派丰收景象，家家户户庭

院里的蔬菜瓜果源源不断。大

岗村尹洪虎正打算拉几筐茄子

出去卖，他对记者说，“我一天

最少能摘1000斤左右茄子，园

子里还有豆角、柿子、白菜、芹

菜，我一共有8个园子，年收入

10万左右。”这一切得益于发

展庭院经济。

除了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大岗村里还建起了18栋葡萄

大棚，利用地处镇赉和内蒙古

扎赉特旗之间交通的便利，开

展采摘和销售。这样既能增加

村集体的收入，又能让村里的

闲散劳动力打工创收。大岗村

的蔬菜瓜果大棚里，时常能看

到工人们采摘的身影，“原来这

就是大荒甸，除了草，什么都没

有。现在盖起了大棚，农闲时，

我还能来帮忙采摘，一天能赚

100元钱。”

原来无人问津的大荒甸

子，如今变成了致富宝地。大

岗村党总支书记石云红说，他

们专门在盐碱地上打井，利用

泉水浇灌出的葡萄口味好，“我

们一共投入220万元，建起了

18栋葡萄大棚。今年的产量

是去年的5倍，收入也能达到

去年的5倍，一等葡萄一斤能

卖20元钱。”

近几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镇赉县利用土地资源

和群众种养意愿，以种植和养殖为主、其他产业并存的发展

模式，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小庭院催生

大经济，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庭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村民传统种植模式，延伸了农

业产业链，让农民无农闲。

如今，该县涌现出“果树村”“瓜菜村”“花卉村”等特色

村，主打绿色、生态牌，村民“钱袋子”鼓起来，农家庭院“方

寸之地”变成了致富“增收园”。以建平乡为例，他们重点打

造葡萄园、果蔬采摘园、冰小麦种植园，并带动起乡村旅

游。建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郑晓楠介绍说：“带动各户庭

院经济，我们今年发展了150户农户种蔬菜，一般每户一年

能收入一万五到两万元。推广水肥一体化，赶上丰收年，依

托独特的地势和光照，产量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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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佳旭）长岭县委组织部为提升全县乡村领域

党建质量，打造特色品牌，创新性实施“1215”行动计划，即

以村为单位开辟1个“晾晒评”专栏、成立2个“党员家庭课

堂”、组建1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建立5个“公益金池”。年

初至今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家房子下雨天有点漏雨，希望可以解决”，这是7月

27日集体乡高家窝堡村村民张军在长乡办小程序“晾晒评”

专栏提出的问题。当天，村支部书记曹海丽就上门查看问题

并迅速解决，没多久在满意度评价板块上显示出村民对这次

问题的解决打了五颗星的评价。除了解决村民问题，高家窝

堡村成立的“党员志愿服务队”在春耕期间帮助因疫情未能

返乡的农民代耕土地483公顷，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

“党员家庭课堂”采取“进家中、坐炕头、唠家常”的方式，

将党课讲在平时、讲进心里。全县22个乡镇党委积极推动

实施、232个行政村党支部迅速组织落实“1215”质量提升行

动。大兴镇顺山村村民王库是公益金池的受益者，今年春耕

期间受疫情影响种肥成本增加，作为脱贫户的他试着向村里

求助，村党支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从公益金池拨付给他

2000元的“助业”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村党支部书记李艳

峰表示，村上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公益金池就是专门给老

百姓办事儿的，必须得解决老百姓的急难问题。

截至目前，长岭县“1215”行动已开展928期“晾晒评”；

成立“党员家庭课堂”2552个，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活动10208次；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

232个，开展志愿服务1356次；设立“公益金池”232个，累计

投入资金110万元开展“五助”活动。

长岭：“1215”行动见成效

秋天的西辽河，默默浸润双辽这片沃土。两岸绿裳，默

默守护这条“生命动脉”。

双辽市域内水系发达，水网丰富。去年，双辽市以自然

优势和各种项目为依托，全面规划和启动双辽市绿水长廊建

设。作为我省第一批万里绿水长廊建设试点项目，西辽河一

期绿水长廊项目率先上马。

锚定新一轮河湖长制工作重点，深度聚焦绿水长廊项目

建设，双辽市河湖长制工作迈出坚实步伐。

绿水长廊展现“双辽作为”

多年来，由于干旱少雨，加之上游截流，致使双辽市境内

河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双辽市高度重视，将绿水长廊建设

作为恢复河湖生态重要抓手，强化组织领导，成立规划专班，

实地踏查、精准测量、科学谋划，创新设计理念，强化规划编

制，结合双辽市实际，以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为主要内容，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把注重“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河湖系统治理摆上突出位置，打造了西辽河城乡水岸综

合整治项目，使多年来干涸的西辽河及其支流小西河生态环

境得以复苏。特别是七星湖和规模性的生态湿地建设构建

了人文生态、环境发展的新空间，涵养了地表、地下水资源，

改善了城区的小气候环境，为全市绿水长廊建设奠定了良好

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扎实推进绿水长廊工程建设，双辽市以“一带、两纵、三

横、四库”为制定绿水长廊总体构架，科学谋划绿水长廊项目，

加速推进河湖生态升级，打造水绿相融“绿脉”。期间，共谋划

13个绿水长廊项目，其中近期项目8个，中远期项目5个，规划

总投资53.2亿元。

其中，总体构架中的“第二纵”为新开河至西辽河，主要

区段为西辽河城区段，工程将重点打造河道、岸边生态环境

和城市景观带建设。通过提高防洪标准、自然环境治理、人

文景观等项目建设，打造碧波荡漾的水面风光及独特美丽的

水韵文化，为建设国家级生态城区提供有力支撑。

在省河长制办公室和四平市河长制办公室积极推动下，

双辽市坚持规划指导，把绿水长廊项目建设作为全市河湖长

制中心工作和重要抓手，其中西辽河双辽市段被确定为省级

首批试点，2021年完成了堤防加固、公园升级改造等建设内

容。为抓好西辽河绿水长廊项目建设，双辽市在绿水长廊总

体规划基础上，又编制了《双辽市西辽河2021-2025年绿水

长廊项目建设规划》，推动一批绿水长廊项目顺利落地。

双辽市严格建设标准，强化资金支撑，抢时推进项目进

度。2021年，双辽市6个绿水长廊项目建设完成投资6.22亿

元，建设长度53公里，绿水长廊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通

过先建成一批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全面推进绿水长廊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态复苏推动“双辽蝶变”

当下，西辽河畔，绿水长廊建设如火如荼。水生态复苏，

西辽河自然生态环境获得明显改善。

城市防洪及城区排涝有了可靠保障。近年来，双辽市投

资2亿元，对西辽河城区段67公里堤防进行加固，达到了50

年一遇防洪标准。同属城区防洪工程的小西河城区段堤防，

同样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

今年是双辽市规模性建设绿水长廊的起步年，全年谋划

绿水长廊项目10个，规划投资7亿元，计划建设长度84公里。

目前已开工项目6项，分别为双辽市温德河升级改造绿水长廊

项目、小西河绿水长廊项目、小清河双辽市（李家窑——八付

犁杖）段治理工程、小清河双辽市（八付犁杖——鲍石吐）段治

理工程、骆驼岭沟输水渠工程和双辽市西辽河二期绿水长廊

项目，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今年年底前将陆续完工。

为彻底解决城区内涝排水问题，双辽市今年计划投资

0.43亿元建设小西河下游分水渠，将城区排水分为小西河原

渠和新建分水渠两条排水渠道，进一步提高排水能力，确保

城区不受内涝威胁。同时，西辽河水生态二期治理工程也被

提上日程，除了扩大湿地面积，涵养水源，还能从根本上改善

这里的生态环境。

目前，西辽河自然生态环境已获得明显复苏。双辽市河

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使西辽河城区段更有效

地拦蓄地表水，几年前，双辽市投资2.5亿元对河道进行了清

淤，建设了水生态湿地工程，增加湿地面积165公顷。在不影

响行洪安全的条件下，还对河底进行阶梯式截水蓄水，增加了

地表水蓄水量。同时进行植草绿化，美化周边环境，使西辽河

自然生态环境得以全面复苏。

双辽市城区西辽河正在发生巨变。几年来，经过清淤及

湿地治理，近乎干涸、风沙滚滚的河道，如今碧波荡漾、水清

岸绿。双龙戏水的截水橡胶坝、气势恢宏的西辽河大桥、郁

郁葱葱的辽河公园，让西辽河沿岸呈现一片生机。

作为西辽河支流的小西河，16公顷的尾水湿地和七星湖

相映，实现了防洪安全、生态治理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

治理后的小西河七星湖段获评“四平市美丽河湖”，变成了

“生态+娱乐”为一体的美丽景观带。

通过实施绿水长廊首批省级试点项目，双辽市实现了城市

水生态功能系统性修复。其中，双辽市西辽河一期绿水长廊项

目建成后，使西辽河水环境得以改善、水生态得以修复、水质得

以提升、水域岸线管理得以加强，防洪能力进一步提升。

守护好碧水清流
——双辽市全力推进西辽河绿水长廊项目建设纪事

刘明涛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扶余市三岔河镇联盟村属于城中村。由于自然资源严重

匮乏，没有支柱产业作为有效支撑，村民收入有限，这令联盟

村党支部书记宫继森忧心不已，怎么才能让村民都富起来呢？

2021年11月，宫继森注册成立了“扶余市三岔河镇申福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支部领办合作社，要发挥集体

经济优势，把村民手头闲置资金集中起来。宫继森说：“通过

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经济有效载体，为村民创造出源源不断

的红利，达到支部为村民办大事、办实事、办好事的目的，同

时，集体经济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

合作社集体投入1000万元股份资金已到账，村民300万

元股份入股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合作社总占地面积20公

顷，建设标准化牛舍4栋、总面积6000余平方米，规模化标准

化牛舍的建设，为后期自动化智能化养殖的实现，预留出足

够的开发、延伸空间。

今年9月初，松原市农广校举办为期10天的支部书记培

训班，宫继森报名参加。通过学习，他提高了对乡村振兴事

业重大、深远意义的认识，也对怎么发展村里的合作社，有了

全新的想法。

在参观学习中，令宫继森感受最深的是辽源市朝阳村和

华宇家庭农场，对这些以主体养殖为产业框架，然后粪便养

蚯蚓，蚯蚓又是喂养小鸡的上等饲料。他对这种立体养殖、

生态循环养殖产生极大的兴趣。

联盟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养殖黄牛为主，规模化养

殖黄牛会产生大量的粪便，如果处理不好，不仅造成资源浪

费，也会给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宫继森和社员商量，合作

社采用打深水井，用优质水源开办酒厂，酒糟掺草料发酵后

作为牛爱吃、营养价值极高的饲料，粪便加工成可燃物、养蚯

蚓或进行无害化环保处理等，就是以黄牛养殖为主体，逐步

带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朝着生态、立体型企业的方向

去发展。

合作社工程完工后，将首批引进西门塔尔优良品种黄牛

300头，同时组建高效管理团队，优化运营机制。合作社计划

3年至5年内，发展黄牛千头以上，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宫继森深知，乡村振兴的路还很长，他将一步一个脚印，

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

带领村民走富路
——记扶余市三岔河镇申福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宫继森

本报记者 冯超

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

本报讯（李伟利）通榆县民政局党组对党员干部在思

想、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苗头性、倾向性或轻微违纪问题，

灵活运用提醒约谈、诫勉谈话、警示教育等举措，加强党员

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上半年以来，常规约谈干部职工75人

次，提醒谈话6人次。坚持公开选拔职位、公开任职条件、

公开选任程序，优先选拔在重要岗位、重点部门和关键环节

工作中作风扎实、业绩突出的干部，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透明度，重点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年青干部，充实到重要

岗位。上半年，选拔任用了2名在疫情工作中主动申请到

抗疫一线工作的年轻干部，1名到基层单位任职，1名到重

要岗位任职。

党建引领服务清洁能源发展

本报讯（张文琦）近日，吉林松原绿能长岭风电220kV

送出工程、吉林松原国华乾安余字风电220kV送出工程正

在施工。为加快新能源项目并网落地，国网松原供电公司

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党建+基建”为抓手强化“两个

前期”（项目前期和工程前期）融合，以“五维五创”（省市联

建、市县共建、平行互联、跨区联创、行业外联）支部联创方

式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协同”联动机制，统筹推进新能源配

套送出工程建设、调度、并网验收等工作。

他们扎实开展“党建提质”活动，通过成立基建项目临

时党支部、“党员骨干柔性管理团队”，实行党员带头抓安全

质量、抓技术攻关、抓工程进度，进一步夯实项目前期、安

全、质量监督和网格化管理，切实做到安全质量两手抓、两

不误，全力为“陆上风光三峡”建设提供坚强电网保障。

引导新员工走好职场第一步

本报讯（张澜）为深入推进青年精神素养提升工程，优

化青年员工培养机制，日前，国网梨树县供电公司开展“入

职第一课”活动，引导教育新入企员工更快实现角色转换，

走好职场第一步，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工作、生活、学习环境。

该公司班子成员与新入企员工近距离交流。新入企员

工介绍自我成长轨迹、向往的岗位，提出在企业发展成长需

求；公司主要领导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传递职场正能量，向

新员工赠送了励志成长书籍和电力企业知识书籍，并引导

入企员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此外，该公司还组织老员工讲解了职场礼仪、薪酬绩效、

医疗保险、职称晋升、党员发展等方面知识，让新入企员工直

观感受公司发展氛围。新员工纷纷表示，将以企为家、忠诚

企业、服务社会，为“黑土地”上电网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我省首批万里绿水长廊建设试点项目，西辽河一期绿水长廊项目城区段。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毕玮琳）近日，在榆树市中国优质农产

品开发服务协会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众多试验田中，

“拇指西瓜”藤蔓绿意盎然，绿色的果实隐藏其中。

“这是西瓜秧，结出的果实外观和普通西瓜一样，但

个头儿却和手指头一般大，所以叫‘拇指西瓜’。”基地

相关负责人杨洪涛对记者说。“拇指西瓜”和黄瓜算是

“亲戚”，像是西瓜和黄瓜的结合体，可以连瓤带皮一起

吃。

摘下一颗“拇指西瓜”，浅绿色的外皮上有着和普通

西瓜一样的深绿条纹，咬上一口，脆嫩可口，果肉不是

红色，而是和黄瓜一样呈现青绿色，有一点点柠檬的酸

味和西瓜淡淡的清甜味。

“拇指西瓜”经济效益高，亩产量约 550 公斤至 750

公斤，价格是普通西瓜的 5 倍至 6 倍，是一年一栽的作

物，生长周期为60天至 85天，适宜温度为16℃至 30℃。

杨洪涛告诉记者：“大田种植‘拇指西瓜’并不复

杂。尝试种植的农民不宜大面积种植，更适宜作为观光

农业、休闲农业，也可在大棚、温室内种植。”

巨型南瓜、红色秋葵、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拇指

西瓜”只是榆树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内的一个缩影，这里

集中示范推广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着力打造先进信息、技术、品种展示基

地、高新农业科研及科普示范中心、农业休闲观光基

地，探索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径。

“拇指西瓜”效益高

日前，国网东丰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员到东丰县
三合乡村民家中义务检修农机用电设备，并向村民介绍
安全用电知识。 陆东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