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短波

07三农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 2023年3月9日 星期四 编辑 吕冬雪

榆树市的秀水镇，地处松辽平原腹地，毗邻松花江，地势

平坦，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高树山就是秀水镇苏家村

人。作为一名80后，他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投入到这片

黑土地上，带领村民进行机械化种植，使苏家村玉米亩产数

量实现了整体提高，农民的腰包更鼓了。

榆树市是产粮大县，近年来，随着地域经济突飞猛进，秀

水镇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化，由于是粮食主产区，农业机械化

进程也在这里快速推进。高树山看准了时机，从2004年开

始，年轻的他就承包了350亩农田，并采用机械化种植。

2012年，高树山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进行半脱产函授大

专的学习。毕业后，他把先进的经验带回生养他的这片热

土。为了提高生产力，高树山购置了“504”拖拉机2台、免耕

机1台、播种机1台，在自己的承包田里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种

植，这让过去人工种地的其他村民大开眼界。看到村民们对

农业机械化这么感兴趣，高树山无论在田间还是地头，只要

有时间，他就变身成一名农业机械化的义务讲解员，向广大

农户宣传农业机械化的好处。2013年，苏家村在秀水镇率

先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种植，解放了大量劳动力的同时，本村

玉米亩产数量实现了整体提高。

经过多年不断的努力，高树山的家庭条件有了很大的变

化，经济条件好了很多，但是他并没有忘了苏家村的村民。备

春耕，他不但要准备自己今年需要的种子、化肥等农资，还要

为村民代购一部分农资，为村民把关籽肥的质量，在价格上也

拿到了非常低的出厂价，这对村民来说是非常大的实惠。

2019年，高树山参加了榆树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发展

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去丹东参观学习的经历令他印象深刻，

“当地的温室大棚蔬菜种植产业发展得非常好，我回来就种

了10栋大棚的蔬菜。”经营管理蔬菜大棚需要专业技术，高

树山不断学习相关知识，他的蔬菜大棚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我今年40岁了，在农业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要

和村民们一起种好地，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做村民贴心的“领头雁”
——记榆树市秀水镇苏家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高树山

本报记者 冯超

当下，走进农安县内的村庄，目之所及，一派干净、娴静、

舒适的景象。农安县站在改善广大群众福祉和民生的角度，

在巩固前期整治成果的基础上，推动人居环境向“净、绿、美”

的目标加速迈进。

从“点”上发力“将就”变“讲究”

走进农安县合隆镇红星村，一个个标准干净整洁的厕所

安放在每个院落。红星村的李大哥高兴地说：“我们这个村，

这几年一年一个新变化，如今的厕所更加干净适用，粪污都

有专人处理。”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农安县把改厕工作作为人居环境

整治的切入点，目前已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改造69927户，如

厕从“将就”变成了“讲究”。2023年，预计投入资金1200万

元，完成2000个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和污水处理站式水冲厕

所试点村的改造任务。

沿“线”上拓展 旧貌换新颜

农安县将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攻坚拔寨、较真碰硬、

考验干部的大切口。2021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

进，严格按照省市部署，紧盯“六项重点任务”，坚持以“五五

战略”为引领，全力打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攻坚战。相

继制定出台《农安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

《农村人居环境全域提升方案》，充分整合资源，不断加大力

度，持续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县领导深入村

屯、靠前指挥；各乡镇积极谋划，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群

策群力，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整治氛围，全面掀起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高潮。

农安县按照省级创建标准，完成创建82个千村示范村、

5个示范镇和2条示范带。农安县小城子乡西王家村等一些

美丽村庄初具规模，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的美丽乡

村格局初步形成。2023年，将全面创建农伏公路示范带、4

个示范镇和37个示范村。

让“口袋公园”成为幸福乐园

“推窗可见绿，抬脚即进园”，凉亭、小广场、绿树、花卉、

健身器材……一座座设计精巧的“口袋公园”随处可见。这

些“口袋公园”虽然袖珍却“五脏俱全”，成为人们的休闲好去

处，也成为全县生态品质提升的点睛之笔。

在合隆镇红星村，今年63岁的姜振远正在公园里锻炼

身体，他告诉记者，近两年经过人居环境整治，废弃的大坑变

成了人文景观，街路两侧也有整齐的栅栏，现在天气暖和了，

有很多村民来到这里，老年人扭秧歌，年轻人打篮球。合隆

镇孙家窝堡村、三岗镇山头村等村屯的“口袋公园”也让群众

幸福感十足，推窗见绿，抬脚进园，这种“诗与远方”的生活，

在农安县已“触手可及”。

近年来，农安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聚焦群众关切，不断优化乡村品质，建设“口袋

公园”达408处。真正把“口袋公园”打造成为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愿望的民生工程，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把幸

福留在心间。

见缝插绿“插”出满城春色

从2021年开始，“见缝插绿”工作在全县展开，农安县各

乡镇村屯立足实际，在边边角角、沟沟坎坎上做文章，打造居

民身边的“微绿地”，让居民庭院有绿、开窗迎绿、出门见绿，

真正实现绿色打底、生态宜居。

今年春节后，农安县委就立即组织推进村屯绿化美化工

作，要求各乡镇利用春季有效绿化期，对主要道路沿线，村屯

内外、房前屋后进行植树栽花、见缝插绿。各乡镇积极谋划，

腾出空闲地块植树、种花，把卫生死角打造成小景观，提升群

众生活愉悦度、幸福感。落实“定责任人、定任务量、定时间

节点”，苗木“包栽、包活、包管理”的“三定三包”责任制，保障

绿化质量和树木成活率。

在“面”上深化 靓丽又宜居

2022年，农安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立足清、聚焦保、着力改、

促进美”的12个字要求，加强村庄公共环境整治，以村庄主干道、文

化广场、小公园、村委会、学校等村庄公共区域为重点，持续抓好

“五项”清洁，清理“十堆”、治理“八乱”，明确“门前三包”责任，由“村

村干净”向“户户干净”的方向发展。

走进农安县烧锅镇，恒裕河两侧道路平整，秀美如画。烧锅镇

齐心村的刘英国一边捡着垃圾一边对记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母

亲河’，如今这里就是我们百姓的休闲乐园。”近两年，随着农安县

人居环境的整治力度加大，让每个乡镇和村庄都发生了“蝶变”。

从“一时美”转向“一直美”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农安县通过引导广大村民统一思想、参与

其中、共建共享，开展“干净人家创建”“小手拉大手”“我为环境出份

力”等活动，号召广大群众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尽己所能、出力献

策。通过制作H5、微视频等手段，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典型做法，

让环境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广泛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如今的农安变美了，农安人民笑开颜。一系列的变化，记录

着农安县人居环境从“一时美”转向“一直美”，从“外在美”转

向“内在美”，也记录着全县干部群众下猛劲、发狠力、亮实

招，为实现和美乡村持续努力的全过程。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农安县人居环境整治走笔

本报记者 王春胜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

家……”在梨树县泉眼岭乡南

泉村，发酵好的粪肥正通过抛

粪机均匀洒到田地里，为广袤

的黑土地注入勃勃生机……

近年来，梨树县加大粪肥

堆沤还田样板田建设力度，提

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构建

种养循环体系，积极推进落实

粪肥堆沤还田，打造出绿色发

展种养循环新模式。“泉眼岭乡

为了减少畜禽粪污污染，有效

实现粪污综合利用，以‘梨树模

式’+‘粪肥堆沤’还田为切入

点，以合作社为实施单位，创新

粪肥堆沤还田黑土地保护新模

式。”泉眼岭乡党委书记崔艳峰

告诉记者。泉眼岭乡玉米播种

面积有6200公顷，全年生猪存

栏 4.8万头，肉牛存栏 1.5万

头，家禽存栏43万羽，日产粪

肥达到424吨。下一步，泉眼

岭乡计划打造100公顷“粪肥

堆沤”还田样板田一个，50公

顷粪肥堆沤还田样板田9个。

实施种养循环新举措，为绿色

种养循环“开良方”。

同泉眼岭乡一样将粪肥

“变废为宝”的还有四棵树乡。

“粪肥还田不仅让我们减少了化肥投入量，也让黑土地越来

越有‘劲’了。”四棵树乡安家屯村王亮在2022年就投资60

万元，购买了大型粪肥抛洒车和钩机，安装了云平台监测系

统。据了解，王亮的合作社2022年收集堆沤粪肥7000余立

方米，施用300余公顷土地。今年，王亮又修建了占地1公

顷的粪污堆沤点，作为合作社的带头人，他用实际行动解决

了西棵树乡粪污没有出口的问题。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书记赵丽娟告诉记者，粪肥堆沤还田能够改善土壤团粒

结构，既提升了耕地肥力又减少了化肥使用量，从而增加农

作物的产量，实现节本增效；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实施，畜禽

粪污资源收集处理能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促进畜禽

养殖业健康发展，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截至目前，梨树县在不同区域共建立粪肥堆沤还田示范

推广基地5个，制定《2023年梨树县堆沤肥施用补贴方案》落

实堆沤肥补贴标准和申报程序，变“要我使用”为“我要使

用”，提高广大农民科学使用有机肥（农家肥）的积极性，努力

实现化肥投入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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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承儒 记者任胜章）近日，临江市大栗子街道

望江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足马力开展春耕育苗工作，结合

本村成熟的棚膜经济生产经验，申请资金150万元，利用合

作社流转土地7亩，建造产业大棚4座。

在望江村蔬菜大棚中，支部书记王福江手中拿着嫁接完

成的菜苗和村民们围坐一圈，手把手地指导大家如何配置营

养土、移栽和装盘。说起今年春耕生产的进展情况，王福江

一边用袖口擦去头上的汗水，一边自豪地说：“今年育苗工作

开展近50天，我们培育的黄瓜、西红柿等各种蔬菜有1.5万

余株，其中还有我们村的明星菜品‘汉白玉黄瓜’。今年我们

有信心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

早在春节期间，望江村就积极发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农户开展温室大棚育苗作业，村里有不少党员群众自发来到

大棚帮助分苗、填土、施肥，目前望江村的种植户们在大棚生

产方面都有着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人人都成了大棚种植的

行家里手。

望江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育苗工作不仅为村产业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填补了望江村的应季蔬菜空白，

有效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拓宽村民就业、增收渠道，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临江市望江村：育苗备春耕

本报讯（狄明达 记者闫虹瑾）为助

力乡村产业发展，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提升农民幸福指数，近日，全省“数字

村”试点建设工作培训班在长春开班。

培训班上分享了多个“数字村”应

用的典型经验和案例，包括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农村“三资”数字化管理、农

产品品牌打造、乡村旅游项目策划、乡

村治理数字化等内容，实用性、针对

性、通用性强，对全省的“数字村”建设

和应用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据悉，2021 年，全省启动“数字村”

试点建设，并完成第一批12个县的“数

字村”试点建设。2022 年，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了《关于智慧农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从省级层面全方位部署智慧农

业和数字乡村工作，明确了目标任务，

为全省“数字村”试点工作提供了遵循

和指南。

截至目前，四平市铁东区、白山市

浑江区、辽源市东丰县等 3 县（区）完

成 350 个“数字村”建设应用。今年，

全省将重点开展 18 个“数字村”试点

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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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备战春耕春灌

本报讯（王彦博 陆东伊）日前，国网辽源供电公司组织

党员服务队来到东丰县小四平镇春灌一线，对辖区内各电

排机埠进行巡视检查，及时消除农灌用电设施运行隐患，确

保农户灌溉用电安全可靠，春耕不误农时。

自2月份以来，该公司提前做好春灌用电负荷预测，合

理调整和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制订春耕春灌生产保电工作

方案，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辖区内所有灌溉线路和设备进

行重点巡视排查，把缺陷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农民灌

溉用电；科学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合理安排停电时间及

检修计划，积极组织人员开展巡视和特巡，对涉及的10千

伏农排线路和设备进行全面排查消缺，对安全隐患做到及

时发现、及时消缺，真正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电力

线路和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他们还专门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用电报装流程，以最

快速度解决春灌用电问题。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对所辖范

围20余个乡镇、237条线路进行了巡视，为广大农民群众春

耕春灌安全、方便、优质用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促进农村党员作用发挥

本报讯（鞠思亮）松原市通过为农村党员设岗定责、推动

党员亮明身份、组建“炕头”党小组等举措，激励农村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推行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承诺制，

设置政策宣传、科技致富、维稳调节等10个岗位，通过党员

申岗、审责定岗、考核评岗等方式，推动农村无职党员走上

“工作岗位”，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难题4.5万余个。统一制作

“共产党员户”“党员责任区”标志牌并悬挂醒目位置，党员在

参加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活动时，自觉佩戴党徽，亮出党员

身份，树立党员形象。探索组建农村“炕头”党小组360余

个，采取与党员群众“拉家常”等方式组织党员开展活动。“炕

头”党小组在村屯环境整治、互帮互助等活动中，常态化联系

服务群众2600余次，成为发挥农村党员作用的前沿阵地。

深入乡村开展服务

本报讯（张澜）“这个隐患发现太及时了，要是电停了，

棚内的瓜苗就会受到影响，太谢谢你们了……”十家堡镇种

植园理事长任立博拉着国网四平供电公司党员迟小飞的手

激动地说。

进入2月份，国网四平供电公司党委聚焦备耕生产这一

工作重点，全面落实“十四五”电网规划，深化“旗帜领航”工

程，开展“美丽乡村、电力服务”党建活动。他们着力提升国网

党员服务乡村振兴发展能力水平，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农业园

区、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植园，宣讲安全用电知识，检查配电

线路和用电设备，查找安全用电隐患，帮助农户解决用电难

题，全力守护“黑土地”粮食安全，为乡村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此次服务活动期间，80余名党员干部活跃在田间地

头，查找安全隐患12个，发放电力保护手册500余本。

“口袋公园”成了村民家门口的乐园。 （资料图片）

梨树县泉眼岭乡一处田间拋粪机正在进行作业。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摄

当前是大棚蔬菜生产旺季，永吉县一拉溪镇卓远现代农业
温室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喜人。日前，国网永吉县供电公司针对
大棚滴灌、施肥、温控等智能设备对可靠供电依赖性高的特点，
主动上门服务，巡检大棚内外的供电线路和用电设施，宣传安全
用电和节约用电常识，服务好百姓的“菜篮子”。 李祥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