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城长白县，居民以朝鲜族为主，年轻人多

外出打工，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比较

多，老年人吃饭的事儿，自然就成为主要的民生

问题。于是，惠民食堂应运而生。日前，记者和

长白县的老人们一同体验了食堂的生活。

见闻之一见闻之一 到食堂吃午饭到食堂吃午饭

长白县民主村回迁户程高远最近多了项生

活内容，就是到县里的老年食堂吃午饭，像他这

样报名吃饭的老人，每天约有600多人。

“俺家老人把去食堂吃饭当成了一天中的

大事，每天早上就开始准备了。”过去，程高远都

是到种菜的二儿子家拿点菜，再与老伴结伴买

点米面，因为是住在一楼出入还算方便。“自己

做的菜样数少，去食堂吃方便多了。”在去食堂

的路上，程高远遇到家住贸园小区的刘翠兰，他

们边走边聊。老人们去吃饭是分年龄段收费，

标准不一，90岁以上的免费，这些优惠是因为

有了政府补贴。刘翠兰说：“孩子有家庭后，大

多老年人不愿意和年轻人一起吃住，生活习惯

不同，饮食上有差异。”现在她步行10多分钟到

食堂，有肉、鱼，有青菜，还有包子和饺子，样数

多还特别干净，服务也好，也能和老伙伴们聚

会。

见闻之二见闻之二 民政局长做社工民政局长做社工

中午临近，县民政局局长南明淑正在惠民

食堂带着民政社工组织老人扫码、刷卡开展服

务。一边干着活，一边和记者聊起办食堂的事

儿。“这里的食堂开起来后，非常受欢迎，特别

是老年人欢欣鼓舞，674人在同一天就餐，这

让很多人没想到。”南明淑说。记者看到，惠民

食堂采取自助餐模式，小碗都盛好，装到方形

盘子里，不够吃还可以取，菜和主食能自由搭

配，不限量。老人在接受服务时很满意，氛围

如亲朋聚会。南明淑告诉记者，考虑到老人身

体情况，目前正在加装休息厅，方便老人进厅

等候用餐。

惠民食堂的开张营业，很好地与党的二十

大提出的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的新部

署相契合。南明淑说，老年食堂以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品质为出发点，通过设计舒适的环境，营

造出让老年人和朋友一起来吃饭聊天的氛围。

民政局社工站根据就餐人员情况，每天要

派2至4名社工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机关工委志

愿者也参与到老年服务中来，每天派出4名志

愿者，帮助扫码、登记、刷卡，帮老人取餐。

见闻之三见闻之三 为老年食堂为老年食堂““掌勺掌勺””

“吃啥菜您点一下，我把小碗菜拿到托盘

里，挑爱吃的，荤素搭配。”长白县惠民食堂运营

方女当家、厨师杨柳端着托盘引导就餐者找座

位，老年人则紧跟在她的身后。

男当家胡勋廷今年51岁，16岁入行，至今

没离开厨师圈。开惠民食堂，对于有20年运营

食堂经验的他，也没想到一下来了600多人，好

在他和妻子都是厨师，缺人他们就补位。虽说

都是大厨，可菜品却由老年人说了算。胡勋廷

说，减盐不够，还得做足油和时间的文章。红烧

肉这道硬菜的选菜频次极高，他提前“焖”好，再

用高压锅“压”，提前20分钟上屉“蒸”，特点就

是软烂可口。鸡、鱼、肉、蔬菜，每天10个菜不

重样，玉米小米熬粥，熬骨头汤，菜品改良，他们

在厨房抓住了老年人的口味。

采访手记：

党的二十大关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的部署和要求，如何在长白县落地见

效？长白县用惠民食堂给出了答案，帮助60岁

以上独居居民，让他们能吃上满意的一餐，这在

独居老人心中是“一饭千金”的关怀与温暖。

“品”出幸福的味道
——长白县惠民食堂见闻

本报记者 曾庆伟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11月初，长白县惠民食堂投入运营，当天有500多名60岁以上独居老人前来就餐。为减少就
餐等候时间，他们采取改建室内休息区，提前开餐的办法，灵活开展服务。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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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道、污水井、化粪池全都清掏一遍，污水

井溢水的问题彻底解决了，社区帮老百姓办了一件

大好事。”白城市洮北区瑞光街道军民社区居民李

执捷说。

军民社区内一幢居民楼因地势低，导致该楼排

污管道比周围各楼的管道低约40厘米，城区市政

主排污管道一旦拥堵便会发生倒灌现象。近一个

月以来，该楼周围的污水井常有污水外溢现象发

生，居民找物业公司多次清掏，但污水井依然外

溢，居民便找到社区寻求帮助。

军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继珊在了解

到居民诉求后，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至军民社区基

层治理工作站。因污水外溢居民楼的化粪池在白

城农村商业银行院内，工作站的党委成员首先来到

银行寻找解决办法。

“大家放心，这个化粪池由我们出资进行清

掏。”白城农村商业银行是军民社区的驻街单位，

也是社区党建联盟单位，了解到社区居民的困难

后，他们立即施以援手，困扰社区居民的污水外溢

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今年以来，为有效破解街道社区解决不了的基

层治理难题、落实不到位的基层治理任务，白城市

重组基层治理队伍，由组织部门直接领导，实现了

对基层治理的扁平化、垂直化管理。全市在主城区

的54个社区逐一成立基层治理工作站，在疫情防

控片区成立了284个基层治理工作队，在3234个居

民楼栋成立1531个基层治理工作组，建立了上下

贯通、横向联动、执行有力的三级基层治理工作队

伍，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参加群众性活动、收集

解决民意诉求等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而社区则是其关键承载。作为社区

工作者，有了基层治理工作站体系的大力支持，社

区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驻街单位、包保部门等多

个组织协同发力，社区干部服务居民群众、开展基

层治理更有资源、更有力量、更有信心、更有成

效。”刘继珊说。

记者手记：

解民忧、释民怀、暖民心。白城市通过建立基

层治理三级工作队伍，将机关干部重心下移、力量

下沉、服务下倾，不仅减轻了街道和社区干部的工

作压力，还有效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

题，让党建引领社区共建工作格局进一步彰显，基

层治理效能实现显著提升。

解民忧 暖民心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街道军民社区小记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11月16日凌晨5点，通榆县复兴村肉牛养殖园区牛舍里，灯

火通明。

17辆满载600头肉牛的运输车缓缓驶进养殖场入栏口，小

牛们结束旅程，在宽敞的场地撒起欢儿来。

“这是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海福特基础母牛，在经过隔离观

察、出入境海关动物检疫后，‘落户’于此，将有效提高园区的良

种覆盖率。”园区负责人张智勇说。

通榆县复兴村肉牛养殖园区作为全县标准化肉牛养殖园区

建设项目之一，备受关注。对于张智勇来说，实现标准化管理，

保证肉牛健康成长，不仅影响到园区的未来发展，还关系到全乡

15个村的集体收益，任务十分艰巨。

为把牛产业做大做强，向海乡依托复兴村肉牛养殖园区，由

乡党委、政府牵头，15个自然村贷款3000万元入股成立了通榆

县向海乡福兴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3年内由合作社还清

贷款本金和利息，5年内牛场收益归合作社所有，5年后每个村净

剩100头基础母牛，可实现增收260万元。合作社创新采用“党

支部＋合作社”模式运营，成立以乡党委书记、乡长任组长的领

导组织，主抓全面工作；成立福兴合作社党支部，从乡里长期派

驻党支部书记1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扶持、协调作用，全

力推动合作社发展。

仅仅半年时间，合作社规范运行水平大幅提高，标准化管理

体系日趋完善，带动效应显著增强。目前园区现存栏基础母牛

1800余头，预计2023年底实现收益600万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园区的实践与报告契合相

通，借势我省‘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未来发展必定可期！”张智

勇话语坚定，眼中有光。

为给牛备足越冬“口粮”，向海乡利用秸秆离田项目资金购

入大型秸秆收储设备10台，对全乡16个村秸秆进行离田，打包

后的秸秆供应合作社。12月底前，完成秸秆饲料收储，预计存储

秸秆1.2万吨以上。

记者手记：

驱车行驶在鹤城的各个乡镇，牛群随处可见，这是贯彻落实

我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有力见证。近年来，

白城市委、市政府乘势而上，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的“牛鼻子”，突

出“四化”举措，出台“肉牛20条”“冻精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成立领导组织，发挥市县两级畜牧管理机构作用，加强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实行发展任务清单、重点工作清单、重点项目建设

清单“三单督促”，启动实施“11252”工程，全链条推进肉牛产业

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筑 梦“ 牛 产 业 ”
——通榆县向海乡福兴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纪事

本报记者 王伟

初冬时节，走进梨树县喇嘛甸镇喇嘛甸村，记者看到农户

们根据储粮数量，利用钢管和连接件，自行搭建了一座座宽1.8

米—2.0米、高3米—3.5米，四周围网、底部有辅助支撑的钢结

构“苞米楼子”，玉米塞得满满当当，远远望去一片金黄。

“玉米‘上楼’能减少2%的损耗。”喇嘛甸镇党委书记高艳梅

指着一个个储粮“神器”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全镇共搭建立体储

粮装具7192套，目前冰冻雨雪等自然灾害没有造成任何粮食损

失。

从看天卖粮，到看价卖粮。过去的“地趴粮”，存放时间有

限，粮食扎堆上市很难卖上好价钱；现在科学储粮，粮食储存到

第二年，干粮价格会更高。“‘苞米楼子’通风效果好，不怕雨雪，

也不用担心鸡蹬、狗刨、耗子嗑，储粮时间长，能防鼠、防虫、防霉

变，想啥时候卖粮俺说了算。”看着自家的“粮仓”，村民张大爷心

里美滋滋的。

“今年全镇5539户玉米种植面积达到8053公顷，预计产量

能达到8.1万吨，又是一个丰收年呀！”高艳梅说。

除了种植大田玉米外，如何进一步拓宽增收链，促进产业融

合、农民增收？高艳梅带着记者来到永丰农民专业合作社探寻

答案。

走进合作社草莓采摘基地，一排排草莓长势喜人，红彤彤的

果实包裹在低矮的绿叶丛中，散发着淡淡果香，不少游客提着果

篮，一边精心挑选，一边迫不及待地开始“尝鲜儿”。

“全镇拥有草莓大棚53栋，年产草莓80万公斤。草莓种植

均采用绿色无污染培育技术，通过科学栽培，全程标准化生产，

果实自然成熟，绝对称得上无农药的绿色健康水果。”高艳梅对

记者介绍。

近年来，喇嘛甸镇依托资源优势，在种植业调整上下功夫，

在棚膜经济上打好“科技牌”“特色牌”“绿色牌”，按照“一村一

品”要求，重点培育了草莓、九月青豆角、胡萝卜等一批“喇字号”

优质农产品品牌，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品牌农业、电商发展的

乡村振兴之路。

记者手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梨树县喇嘛甸镇把握好产业这

个立足点，以乡村资源、生态文化等优势为依托，大力发展现代

化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农村新产业，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以产业振兴为乡村振兴添足动力。

梨树县喇嘛甸镇：

绘就乡村好“丰”景
本报记者 闫虹瑾

11月16日，集安市清河镇又一次迎来了人

参集市，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客商提前一天

就聚集在了镇里，小小的清河镇一下热闹了起

来。6点多，澳洋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就人头

攒动，熙熙攘攘。

在这个集市中，每次开市，鲜参、干参以

及人参深加工产品的交易都十分火爆，一天

的成交额可达数千万元，这里也成为了全国

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去年的交易额达100

亿元。

清河镇地处老岭山脉北麓，属于温带大陆

性湿润气候，四周皆山，水源充足，特别适合人

参生长。目前，清河镇80%的人口都从事与人

参及其相关产业的工作，居民收入的80%以上

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参产业。

胡大勇是一名“80后”，家里经营着一家人

参加工厂。他说，从父亲经营工厂开始已经有

近20年了，一直都是将产品卖给药厂或者其他

大型加工企业，每年的销售额达数千万元。“作

为现在企业的管理者，我希望能够做出自己的

产品、有自己的品牌，目前我们在逐步走产业

化路子，这面临着巨大挑战，同时也会有更多

的机遇。”

今年快60岁的李秀文和人参打了一辈子

交道，一双满是裂纹的手根本看不出是一个

身家上亿的“老板”，从种林下参到生产有机

生物制肥、从自制烘干机到把山参卖到长三

角、珠三角，各个环节都“稳稳拿捏”。“只卖人

参可不行，我的 1000亩种植基地，今年已经

开始尝试‘农家乐’了，游客可以吃人参宴，还

可以像开盲盒一样挖人参，明年开始我要正

式运营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这为乡村振兴擘画了新的宏伟蓝图。清

河镇依托人参产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野山参

交易中心和人参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在批量

生产、批量销售、交易规模化、贸易化的基础

上，清河镇的人参产业从业者开始谋求“高端

化”。镇党委书记杜伟利说：“我们将吸引外来

大型医药企业落户，带动人参精深加工，挖掘

人参医药健康产业的空间和潜力，从而推动产

业链条的延伸。”

向产业高端进发
——集安市清河镇人参集市见闻

本报记者 冯超

通榆县复兴村肉牛养殖园区采用“党支部＋合作社”模式运
营，做大做强肉牛产业。 （资料图片）

冬日暖阳，温暖入

心。

虽然时值寒冬，但

党的二十大精神犹如

一股春风吹遍白山松

水，温暖千家万户。

走进城乡社区、深

入田间巷陌 ，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深刻内涵

和实践伟力，正催动

人们奋进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开创新伟

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采取更多惠民

生、暖民心举措，着力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长白县积极响应，

全力抓好贯彻落实工

作，“惠民食堂”、基层

治 理 工 作 站 应 运 而

生。数百位老人吃上

了 满 意 、可 口 的 美

餐。白城市军民社区

迅速行动，污水管道

得以疏通，百姓乐开

怀。小民生里蕴含着

满满的大情怀。一系

列务实举措，顺民意、

解民忧、暧民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

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乡村振兴，首要是产业振兴。在集安市

清河镇，“人参小镇”从种人参到卖人参再到

加工人参，产业链不断拉伸，逐步迈向高端；

在通榆县福兴农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兴

旺的“牛产业”正在实现由繁育到饲养再到

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在梨树县喇嘛甸镇，

玉米上了“苞米楼”，蔬菜水果进了“暖大

棚”，农产品走上品牌发展之路。所见所闻，

无不体现出产业发展给乡村振兴带来的充

沛动力。

全省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用党的二十大精神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获得了新思路、

采取了新举措、取得了新

成效。我们必将在党的二

十大精神指引下，推动吉

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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