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九月，梅河口乡村沃野生机勃勃，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干部群众谈论肉

牛养殖、谋划肉牛产业的声音，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

近年来，梅河口市深入贯彻落实省“秸

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总体战略部

署，依托梅河口市农业产业发展“十百千

万”工程，大力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截至目前，全市的肉牛养殖数量已经

达到6.57万头，肉牛养殖户达0.38万户。

肉牛养殖产业已成为实打实的优势产业、

特色产业、富民产业。

乡村养牛乡村养牛
增收致富增收致富““犇犇””幸福幸福

陈家村是远近闻名的养牛村，历史悠

久，经验丰富，养牛户数占到了全村总户数

的三分之一。

梅河口市开展“十百千万”和“双百”

“双二百”工程之后，陈家村依托本村的养

牛经验和发展优势，去年5月，在市委统战

部的大力支持下，由陈家村村集体、梅河口

建设集团、陈家村农户三方共同投资建设

的陈家村养牛场正式挂牌。

养牛场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的经

营模式，总投资210万元，占地面积1.2万

平方米，养殖肉牛115头，由陈家村集体负

责统一管理，聘请了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

饲养员进行饲养和管护。

年终按照实际收益对投资方进行分

红，让村民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拓宽

了增收新渠道。村集体年利润可达10万

元，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带动村民21户，

户均增收3000元。

在新合镇东兴村，肉牛养殖带来的经

济效益已经初步显现。2021年，新合镇党

委、政府为了提升东兴村集体经济效益，以

党建为引领，广筹资金建设了东兴村集体

牛场，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

经过两年的发展，牛场直接创造的经

济效益，已达到100万元。借着“十百千

万”和“双百”“双二百”工程的东风，东兴村

的农民心里更加有底了，抢抓机遇将肉牛

养殖产业做大做强。

“2022年，在市政府的帮扶下，5月新

建了养牛场，7月完工，8月进牛102头，当

年年底出栏22头。2023年用回笼资金扩

大规模，养肉牛300头。预计今年年底村

集体收入可达150万元。”新合镇东兴村党

支部书记张金山说。

国企养牛国企养牛
带动引领带动引领““牛牛””劲足劲足

针对梅河口市快速发展的肉牛养殖产

业，市国有企业也打出了“牛经济”组合拳。

梅河口国有独资企业梅河口市新发展

集团与中诚银信光伏发电企业深度合作，

成立了梅河口市新发展工农商集团永长村

肉牛养殖基地。

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占地面积4000

平方米，经过升级改造，设置了肉牛养殖

区、肉牛运动区、饲料储存区等功能区及配

套设施，建成标准化牛舍4栋，养殖肉牛

500头。

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还主动对接内蒙

古浩远农牧集团，引进了国内领先的技术

及科技资源，为肉牛养殖基地提供专业的

顾问咨询和肉牛引进等全方位服务。今年

1月，从内蒙古通辽引进的首批200头西门

塔尔4代500斤至600斤的架子牛顺利到

达了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工作人员严格

按照技术专家提供的方案，进行了前期的

应激及防疫工作。

经过精心饲养，目前，这批肉牛各项指

标正常，精神状态良好。“经过统计，每头牛

每月平均增重100斤左右。预计年底出栏

时，体重大概在1200斤至1400斤。”永长村

肉牛养殖基地数据统计员贾昀鹏说。

梅河口市新发展集团将引领带动全市

肉牛产业发展，为企业提供肉牛引进、融

资、饲料、医疗等服务。充分发挥示范、辐

射和带动作用，以此项目为基础探索三产

融合的新模式，建立肉牛养殖、交易区域中

心，将打造集物流、科普、品牌展示于一体

的农牧产品融合新业态，为肉牛产业发展

蓄势赋能。

永长村肉牛养殖基地负责人赵中军

说：“集团计划在红梅镇建设一个能饲养1

万头牛的大型牧业养殖基地。该基地属于

多产融合，内设肉牛交易市场，饲料生产

厂，养殖区和繁育区。”

合作养牛合作养牛
开拓新路开拓新路““牵手行牵手行””

在牛心顶镇，历时5个月筹备建设，由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牵头，社会资本，中心

职工，牛心顶村和搭连沟村共同投资建设

的梅河口市融媒畜牧饲养合作社也在今年

1月挂牌成立，合作社占地6600平方米，建

有1000平方米标准化牛舍和750平方米草

料棚，目前存栏优质肉牛100头。

去年“十百千万”工程开展以来，梅河

口市融媒体中心抽调了一批青年骨干，成

立了“融媒助农工作队”。他们与村干部交

流学习，去田间地头与农户一起劳作，融入

乡村，走近群众，努力成为善学习、懂技术、

会管理的“新农民”。

从年初肉牛进场以来，他们每天都要

来到牛场，查看牛的生长情况，给牛喂食及

清理牛舍。经过半年多的磨炼，这些城里

长大的助农工作队队员，已经成为养牛的

行家里手。“我们上周给牛称了体重，发现

增长快的牛每月增重160斤，感觉特有成

就感。”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助农工作队队

员安长飞说。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领导还带队奔

赴柳河、东丰等地考察肉牛采购事项。

工作队队员帮助农户们跑手续，办执照，

帮扶现有养牛户扩大规模，解决发展中

的实际难题，并协助入股农户申请了免

息专项贷款，推动农民与专业合作社共

同发展。

安心养牛安心养牛
政府送来政府送来““牛保险牛保险””

养殖产业虽然收益高，但伴随而来的

风险也相对较大。为了让养殖户们把心放

进肚子里，全市各级各部门纷纷出招，保障

全市肉牛产业迅速发展，健康发展。

梅河口市委、市政府积极组织银行、保

险、担保等金融保险机构，在落实省级金融

政策的同时，以市政府出资为担保，以国有

公司名义，为镇村集体肉牛养殖场贷款，用

于建造牛场及引牛等资金投入。同时，在

贯彻落实省级保费补贴的基础上，将养殖

户自身承担的101元肉牛保费，由市财政

全额支付。

“2022年，市级层面先后出台了多项

扶持政策。在金融方面，目前已与吉林银

行达成合作协议，由市财政出资担保，吉林

银行合计授信2亿元，为有肉牛产业发展

意愿的镇集体贷款100万元，村集体贷款

50万元，用于引牛和养殖环节支出，并由

市财政予以贴息支持。”梅河口市“十百千

万”工程专班办公室负责人李春旭说。

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建立了47名专

家组成的畜牧业专家库，为全市肉牛养殖

提供技术支撑。为基层配备411名产业技

术指导员，做到村村有专家，户户懂技术。

同时，成立19个“十百千万”督导工作组，

在全系统内遴选出19名畜牧专家包保全

市各乡镇，每半月不少于一次的到场入户

技术指导。

随着梅河口市出台一系列聚焦推动肉

牛产业发展的创新举措，一批肉牛养殖场

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截至目前，全市

的肉牛养殖数量已达6.57万头，肉牛养殖

户达0.38万户。

为推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梅河口

市在肉牛自主繁育、肉牛产品深加工、创新

发展业态等方面延伸产业链条，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动力，带动更多群众从中受益，发

展“牛”经济，过上“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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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综述

邢良玉 本报记者 王耀辉

稻谷金黄、瓜果飘香，五彩缤纷的秋色装点着梅城大地。

今年，梅河口市按照“十百千万”工程和“双百”“双二百”工程

要求，大力发展蔬菜瓜果种植，着力促进镇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

增收，以“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环境优美”推动乡村振兴，绘出了一

幅醉人的丰收图画。

本组图片摄影：本报记者 王耀辉

黑山头镇宝山村村集体种植的100亩地瓜获得
大丰收。

福民街道常家村百姓农
场水果采摘基地内的葡萄获
得丰收，吸引了大批市民和外
地游客前来采摘。

吉乐乡林果产业基地内的吉乐乡林果产业基地内的123123果获得大丰收果获得大丰收。。

红梅镇民主村村集体订单种植的红梅镇民主村村集体订单种植的8888
亩水果萝卜长势喜人亩水果萝卜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丰收在望。。

中和镇兰堡村种养合作社的寒富苹果个头大中和镇兰堡村种养合作社的寒富苹果个头大、、口感口感
好好，，单果在单果在400400克左右克左右，，已经进入成熟期已经进入成熟期。。

山城镇穗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
二茬白菜长势良好，预计10月初可收获。

小杨乡杨树河蔬菜种植基地种植的小杨乡杨树河蔬菜种植基地种植的500500亩土豆获得大亩土豆获得大
丰收丰收，，每亩可产每亩可产11万斤万斤。。

梅河口市曙光镇政府与公主岭学亮田园种植专业合梅河口市曙光镇政府与公主岭学亮田园种植专业合
作社合作作社合作，，在东太平村建立基地种植的在东太平村建立基地种植的6060亩紫金塔辣椒亩紫金塔辣椒
喜获丰收喜获丰收，，近期将进行订单式回收近期将进行订单式回收。。

梅河口市融媒畜牧饲养合作社内的
100头肉牛长势良好，预计年底出栏时每头
牛体重能达到1200斤至1400斤。

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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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行走在梅河口市广袤的田野上，沃野田畴，流金叠翠；和美乡村，生

态宜居；产业兴旺，特色凸显……多元融合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愿景，如同一颗颗

“金豆子”，正在锦绣田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释放出乡村振兴的无限魅力。

近年来，梅河口市因地制宜、统筹谋划，全力做好乡村振兴“四新”文章，通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产业发展和促进乡风文明等举措，不断拓展美丽乡村建

设的内涵和外延，奋力齐绘村美、民富、产业兴的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梅

河画卷”。

高位推进高位推进，，构建乡村建设新格局构建乡村建设新格局

近年来，梅河口市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全面推进梅河新区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课题，强化顶层设计，夯实工作基础，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乡村建设行动领导小组，书记市长挂帅，建立“三级书记”抓

落实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开展“万名干部进万

户”攻坚行动，组织全市机关干部与农户结对子。与高校共建“吉乡农创园”，形成上下

联动、齐抓共管、校地合作、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统筹城乡规划。编制《梅河口市乡村建设行动五年规划》，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

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端发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梅河样板”。

强化督导考核。建立“赛马”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评比，运用“五化”工作法

抓落实，实现工作任务清单化、进度图表化，通过“比、晾、晒”让各乡镇进一步看

清位置、找准差距，并将“赛马”成绩纳入年终绩效考核。

产业赋能产业赋能，，夯实兴村振兴强基础夯实兴村振兴强基础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

在梅河口市，一个个产业项目落地生根，如同一颗颗“希望种子”，释放出乡

村振兴的无限魅力。

结合市域实际，梅河口市实施农村产业发展“三年攻坚”行动，制定《梅河口

市农业产业攻坚行动实施方案》，依托“4+3”主导产业，实施了“十百千万”工程和

镇村“双百”“双二百”工程。2022年，全市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841

元，位居全省第一。

加快推动种植业结构调整。以镇村集体和包保部门规模化种植为示范引

领，带动农户参与种植，精选种植品种，实现头茬和二茬菜有效衔接。打通仓储

物流各流通环节，为各乡镇配备冷链物流车，修建仓储窖，从田地到餐桌“一站

式”运输。

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通过龙头企业带动、镇村集体引领、农户参与等

模式，带动镇村集体和农户发展肉牛养殖。全力推进总投资32亿元皓月肉牛产

业融合示范园项目建设，新建镇村集体牛场80个、16万平方米，带动农户2000

余户，肉牛养殖量同比增长52.1%。

搭建产供销一体化平台。采取“公司+镇+村+农户”的发展模式，实行

抱团合作、收益共享，统筹镇村各类资源，寻找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

齐抓共管齐抓共管，，扮靓人居环境扮靓人居环境““新颜值新颜值””

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进程中，梅河口市紧紧围绕保障改善民生，把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先手棋”，在全省率先实施“百村示范”工程，全力打

造宜居和美乡村。

开展“五大革命”。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拆乱、统一建设、统一管

理的原则，对照“九有六无”标准，指导农户做好园子、院子、屋子、房子、车子、

票子、脑子“七子”文章。以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改造、柴

草垛搬迁为重点，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实现以点带面，连点成线。共打造

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2个、省级美丽宜居村庄40个、“千村美丽”村74个、市级

美丽村屯150个。

落实“三个一”制度。坚持一月一例会、一月一排名、一月一点评，对排名前

三位的乡镇予以奖励，对后三位的乡镇进行约谈并实地督导。

注重“建管并重”。从制度、队伍、经费等环节入手，制定《人居环境常态化管

护办法》，压实镇村主体责任，组建乡村保洁队伍，市财政每年列资2000万元，实

现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

共建共享共建共享，，构筑善治和谐新乡村构筑善治和谐新乡村

乡村治，天下安。在振兴乡村的进程中，梅河口市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结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入手，积极探索乡村善治新路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扩大基层治理“广度”。推行“梅好积分”制度，将乡村治理、志愿服务和文明

创建等事务转化为数量化指标，用“表现”换“积分”，用“积分”换“物品”，实现“小

积分”撬动“大治理”。

提高基层治理“强度”。构建“警地融合”体系，303个村实现法律顾问全

覆盖，有效推进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形成学法、懂法、用

法、守法的良好风尚。

提升基层治理“温度”。通过“挖掘一批新乡贤，规范一个村规民约，

整理一批家风家训，建立十户一组网格”工作法，营造乡风文明的浓厚氛

围。以文化活动为主线，组织送戏下乡演出 300余场，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