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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笔记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农民在家门口

就享受到了丰盛的“农技大餐”，当地群众

纷纷为惠民的“春耕课堂”点赞。这几天，

我省各地供销社组织多次“春耕课堂”，使

农户对选取优质种子、化肥等农资产品，

如何增收节支、增产增效等方面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充分发挥供销社在助力春耕生

产的积极作用。

统筹推动“促”春耕。省供销合作社组

织成立了春耕备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

推动春耕备耕生产各项工作。实施“双十”

调度，强化“四级联动”，夯实“省社领导包保

联系”制。全系统300余支服务队下沉到农

资供应一线。

技术指导“助”春耕。又是一年春耕时，

春潮涌动备耕忙。为全力保障春耕农资供

应需求，通化市供销社抓住当前春季农业生

产农资需求的窗口期，全力抢农时、备农资，

促春耕、强服务，为夺取全年农业丰收打好

基础、赢得主动。春耕备耕，加强农技培训

对农民来说是头等大事。3月12日，通化市

供销社开展了“护航备春耕送科技下乡”知

识培训，邀请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研究员肖

增民来到二道江区铁厂镇，为农民进行肥料

的合理施用相关知识培训。这几天，我省各

地供销社组织多次开展“春耕课堂”，为农民

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这几天，记者在通化市二道江区的鸭园

供销合作社看到，储备充足的化肥、种子等

农用物资一袋袋整齐地码放着，前来采购化

肥和种子的农户络绎不绝。“春耕备耕已经

开始，买化肥和种子的人逐渐增多，必须保

证农资品质和充足货源。当地农民对我们

产品的质量很放心，回头客不少。”供销合作

社负责人王宝成说。

进村入户“送”春耕。通化市供销合作

社为农服务中心组织人员深入到行政村，

召开了种植大户农技推广、农资定量统购

座谈会议，推广实用技术和新品种、协议定

量集中采购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打通了

从农资企业到农户的“最后一公里”。3月

初，通化市供销社启动了系统农资旬报制，

及时掌握第一手农资供应信息，确保全市

农资供应充足、运行稳定。截至目前，全市

供销系统已到货各种优质化肥3.5万吨，

其中氮肥1.17万吨、磷肥8600吨、复合肥

9200吨、钾肥5500吨，占全年总供应量的

58%左右，已销售5700吨。

物资集采“保”春耕。为确保春耕春播

物资供应需求，松原市供销合作社充分发

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全力做好化肥冬

储工作，先后与农资企业签订了化肥储备

协议，目前，已有多家基层合作社、乡级“三

位一体”组织与供销合作社签订了化肥集

采协议，预计每公顷土地为农资大户节省

开支500余元。

自入春以来，省供销合作社聚焦主责主

业，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力做好春

耕生产备战工作。为了做好农资供应工作，

扩大农资市场份额，磐石市供销社深入农村

开展调研，详细了解农资市场现状和当地农

民需求，对接优质农资生产厂家，在磐石域

内14个乡镇进行布点，在农资供应之外，为

村民免费提供3类适宜本地种植的玉米品

种，成立良种示范片，提高农民购买农资的

积极性，同时谋划与优质农资供应商组建农

资联盟，发挥供应商的经营服务优势，加快

构建农资服务网络体系。

我省供销社系统助力备春耕生产——

农 民 点 赞“ 春 耕 课 堂 ”

本报讯（记者庞智源）为了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辽源市西安区设立助企服务室，为

企业提供相关政策的咨询服务。同时，将基

层便民服务事项下沉到乡镇、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全力打造“15

分钟政务服务圈”。

3月20日，记者走进宽敞明亮的西安区

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在大厅一端的助企服务

办公室里格外热闹。来自西安区经营生鲜

生活超市的林传奇正在咨询变更法人的相

关事项。

经过耐心解答，林传奇很有感触：“有专人

接待，讲解得也非常清楚，有什么不会操作的

他们还手把手教我，只要拿着相关的证件当天

就能办完，这下心里可有底了。”便捷的流程手

续，耐心周到的讲解，这样的营商环境，进一

步增强了辖区企业、商户的发展信心。

据了解，为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

度，西安区通过对企业进行走访调研、线上

交流等，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一企一

策”，由专项小组跟踪辅导，确保政策不错

报、不漏报。做全心全意为企服务的“店

小二”。通过线上线下两大服务渠道，充

分发挥桥梁作用，为企业提供各类问题解

决方案，打造信息数据库，通过多种形式

进行惠企政策发布与宣传，确保企业及时

准确了解。

西安区的政务服务不仅对企业发展无

微不至，还在服务百姓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西安区东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业务的群众都能在服务台前得到满意的答

复。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临时救助对象认

定、老年人高龄津贴等诸多事项在街道就能

办理。

为了实现居民业务“就近办”，西安区政

务服务局构建起一个高效便捷、富有特色的

便民服务体系，实现区、街道、社区（村）政务

服务“无差别受理”，全力打造“15分钟政务

服务圈”。

截至目前，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下放乡

镇权责事项62项，街道权责事项53项，涵

盖了民政服务、社会救助、就业创业服务等

与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多类事

项实现“立等可取”，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一流服务，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下一步，西安区将继续推进政务服务事

项向基层延伸，全力打造“线上无休、线下无

缝”，群众“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政

务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民生、服

务基层。

以 创 新 增 效 以 服 务 增 温
辽源市西安区全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永吉县充分发挥科

技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

中的引领作用，抢抓制

造业“智改数转”战略机

遇，鼓励企业加大科研

投入力度、引进先进技

术，提升质量效益。图

为县内“专精特新”企业

吉林市汇恒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工人在生产车间

工作。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从美丽的引拉河灌区西行三公里，有一个鱼肥虾鲜的水

库——大沟水库，扶余市肖家乡大沟村340户农家小院就坐落在

水库两侧。这里不仅稻谷飘香、风景如画，村民王佳富管理的“农

家书屋”更让这个小村庄溢满了书香。

王佳富是土生土长的大沟村农民，也是大沟村农家书屋的管

理员。2015年，为响应“农家书屋进农家”号召，热爱读书的王佳

富通过与管理部门协商，将农家书屋搬到自己家中，由他义务做专

职管理员，全天候为村民提供阅读服务。

“书中自有致富经，要乡村振兴，就得让农村的书香飘得更远

更久，让咱大沟村的书声更加响亮。”在王佳富看来，思路决定出

路，读好书才能走稳走好致富路。为方便村民阅读，王佳富将家中

3间房子打通，70多平方米的空间全部用于阅读，他自己则住进了

母亲家。

起初，来农家书屋的人很少，王佳富想到了一个办法，每天晚

上在书屋播放农业及养殖知识的影像资料，这样既能让辛苦劳作

一天的农民得到精神放松，又能从中学到知识。时间长了，大沟村

很多村民都习惯了在休息时到农家书屋读书、学习种植养殖知

识。一场场火热的致富经验交流会、养殖专场座谈会不仅让村民

们学到了知识，更收获了致富的经验和本领。在农家书屋的助力

下，如今，葡萄栽培、生猪养殖、种牛繁育、肉羊育肥等产业已经成

为大沟村特色的致富渠道。

创业增收“智囊团”、科技致富“加油站”，几年来，书屋的作用

在王佳富的管理中不断扩展。春秋农忙季节，村民们整天忙于地

里的农活儿，没有时间看管和接送孩子，农家书屋就成了孩子们的

第二课堂。当校车返回至大沟村的时候，孩子们在农家书屋门前

统一下车，王佳富在书屋里义务辅导学生写作业和学习课外知识，

直到天黑时大家忙完农活儿再把孩子接走。王佳富的义务付出，

大家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书屋也被学生和家长称为“四点半课

堂”。

每年寒暑假期间，王佳富还会举办读书沙龙活动提高孩子们

的阅读热情，“我的书屋我的梦”“爱家乡爱读书”“口才特训班”“作

文写作提高班”等主题读书活动丰富多彩，主题演讲、经典诵读、读

书征文、知识竞赛、亲子阅读等互动体验活动形式多样，孩子们在

快乐中学到知识，在游戏中充实文化，农家书屋成为了大沟村里少

年儿童的精神乐园和第二课堂。

为了给上了年纪的、腿脚有残疾的、身体状况不好以及忙于农

活没时间来书屋的村民提供看书的条件，王佳富组建了“微信借阅

读书群”，村民微信点书，王佳富亲自送书，来不了书屋的村民在家

里也能看上书屋里的图书，王佳富也成了村里的“书屋快递小哥”。

王佳富通过近十年的耕耘，让全民阅读在大沟村里焕发着新

光彩。一系列阅读活动有声有色地举办，使得书屋受到了大沟村

和邻村村民的认可和欢迎，成为村民闲暇之余的好去处。谈及今

后的设想，王佳富有着清晰的思路：“把书屋面积继续扩大，建起适

应新时代农民新需求的电子阅览室，让书屋成为功能更加齐全的

‘乡村文化加油站’！”

十年来，王佳富全心全意为村民提供服务和帮助，致力于乡村

阅读推广，助力乡村文化振兴。2020年，被中宣部授予“乡村阅读

榜样”荣誉称号，曾获评松原市“十佳农家书屋管理员”“松原好

人”，近日入选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

王佳富：

让书香飘满大沟村
本报记者 吴茗

本报讯（记者王耀辉）梅河口市依托交通区位优势及商贸物流

产业的蓬勃发展，引进浙江传化集团，打造梅河口传化公路港项

目，将交通枢纽优势转化并壮大为物流枢纽优势，全力打造更具吸

引力的物流成本“新洼地”、更具竞争力的枢纽经济“新高地”。

走进梅河口传化公路港园区，装车备运、卸货入库、车来车往，

到处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各家快递公司仓储库房内，自动化分

拣机正高速运转，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经二维码扫描智能识别后，

自动分拣至指定区域。

申通快递梅河口总部负责人江昕遥说：“现在每日均进港量2

万多票，出港量也有1万多票。这个场地很大，操作起来也方便。

园区允许免费使用3个月，整体服务非常好。”

企业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物流模式的“小、散、乱、差”严

重制约企业发展。而入驻园区后，有了可以安装自动分拣机的专

业场地，可以有效降低人工劳务成本和出错率、减少包裹破损程

度、提高快件分拣配送效率。

据了解，梅河口传化公路港物流项目是梅河口市2021年开工

建设的商贸物流产业重点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602亩，计划投资

30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计划投资7亿元，占地面积256

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建设智能仓储中心、专线运力中心、汽

修汽配中心、物流总部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已于2023年9月份正

式投入运营。

梅河口传化公路港——

打造物流成本“新洼地”

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近日，受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

际工业大学邀请，东北电力大学龙舟队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在

撒马尔罕丝绸之路旅游中心“永恒之城”举办的乌兹别克斯坦首届

纳乌鲁斯节龙舟活动，并与撒马尔罕国际工业大学中国电力学院

师生进行会面交流，与撒马尔罕国际工业大学签署了有关体育、艺

术和文化领域相互交流合作的备忘录。

塔什干时间3月21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届纳乌鲁斯节龙舟

活动现场，东北电力大学龙舟队和乌兹别克斯坦划手们驾驭5艘

龙舟奋楫争先，河上鼓声铿锵、气势恢宏，岸上人头攒动、喝彩不

断。龙舟赛后，中国电力学院的学生还现场表演了《舞龙》《变脸》

《中乌时装秀》等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元素的精彩节目，受到现场观

众一致称赞，进一步突出了“中乌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活动主

题。

据悉，撒马尔罕国际工业大学中国电力学院是撒马尔罕国际

工业大学与东北电力大学共同开设的，于2023年9月19日正式揭

牌。两校以该学院为依托，开展2+2人才联合培养项目。目前，首

届学生已正式开学。

东 北 电 力 大 学 龙 舟 队 受 邀 出 访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际工业大学

3 月 22日，长春，乍暖还寒。盛世大

街和芳草街交会处的工区里却一片繁忙

景象。正午时分，在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

南四环路快速化提升改造工程二标段的

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百余人正挥汗如雨，

打桩机、塔吊和推土机等大型设备正联合

作业。

“赵主任，今天中午你和何工就别回项

目部吃饭了，跟我们‘对付’一口吧。”韩秋年

一边说一边拎着装好的盒饭走了过来。他

是桩基班组的负责人，也是长春本地施工队

的一员，去年10月份就来到这里开工，这几

个月一直在这里摸爬滚打。

工程主任赵伟撸起袖子看了一眼表，时

间早已过了12点，就开玩笑地问：“是不是

猪肉炖粉条啊？”

“你说你一个陕西人，第一次来东北干

活，这才来两三个月，现在比我都‘好’这一

口。要不说你运气好呢？今天不仅有猪肉

炖粉条，还炖了我们东北的特色酸菜呢。”韩

秋年一边说一边把盒饭拎到了推土机后面

的围栏处。

赵伟和来自云南的“90后”小伙儿何坤

马上走了过去，他俩都是跟着项目到长春

修桥修路的外地人，他们负责的标段道路

全长1686米，包含桥梁642米，设计为双向

六车道，今年9月就要实现通车，明年正式

完工。

“这都三月份了，长春咋还这么冷呢？

这也太影响工程进度了。”第一次来东北施

工的何坤一边接过韩秋年递过来的盒饭，一

边询问道。负责技术的他这两个月十分苦

恼，因为冻土层施工困难，他对能否如期完

工倍感紧张，吃饭的时候也忧心忡忡。

“何工，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肯定能

如期完工，下个月我们这边再多招点人，到

时候人休机不停，加班加点准能把活干完。”

韩秋年说。

“韩工，你就说，89号承台基坑今天下

午能不能挖出来？”刚刚吃两口饭的赵伟

问道。

“没问题！基坑打完紧跟着就上承台墩

柱。”韩秋年爽快地答道，一旁听着的钢筋班

组李强也忍不住开口：“赵哥，你信我们没

错。我们就像做这道白肉炖酸菜一样，酸菜

需要文火慢炖，我们也是慢工出细活，你看

咱这钢筋绑得多漂亮。”

赵伟听到李强这么说，抬头望去，30余

根桩柱整整齐齐分列两边，桥梁雏形已现。

“你们的钢筋绑扎师傅确实有一手。”赵伟知

道他们采用预制钢筋现场绑扎，吊装起来就

快，节省了不少时间。说完，他又大口地往

嘴里扒了两口饭。

现场工程进度和他们吃饭的速度一样，

就图一个字：快。

长春的冬季相对漫长，中铁建设二标段

项目部全体人员为了缩短工期，过完年后，

就和施工队伍一起跑步进场。赵伟、何坤以

及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天天在现场摸

爬滚打，不仅对工序了如指掌，对东北菜也

已耳熟能详。“韩工，你们队里师傅做的溜肉

段我是真爱吃。”何坤边说边吃了一块外酥

里嫩的肉段。

“溜肉段这菜重在前期准备和火候的

把握，这就和我们四环路修桥先修导行路一

样，工作提前做好了，施工就顺利了。”韩秋

年不失时机地又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交通不断行”是此次快速路优化的重

头戏。隔着一层围挡，四个人背后就是川流

不息的四环路。为有效保障周边居民出行

和学校的正常活动，项目团队按照施工进度

分阶段进行交通导改，合理预留满足通行要

求的路面宽度，在各大重要路口设置安全通

道、导行车道、行人等待区，并配备各种警

示、提示标识。

李强听完乐出了声，他说：“你还别说，

这菜跟混凝土浇筑也是异曲同工。”赵伟好

奇问道：“怎么讲？”“你们看，溜肉段要裹淀

粉吧，制作完成后里面的肉质就更鲜美。

咱这承台因为初春天气冷，也得用棉被裹

上保温，成型后的质量也就有保障。”李强

说完，大家嘿嘿一笑，觉得还真是，干工程

好比做菜，每一道工序都是对质量和安全

的追求。

这样的饭局在工区里时常出现，短短的

几分钟、几句对话，一顿午餐就结束了。饭

后临别时，赵伟拍拍韩秋年的肩膀说：“粉条

好吃，饭菜做得不错，咱这路也得修得像模

像样！”

工 区 里 的“ 饭 局 ”
本报记者 邹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