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记者走进乾安县多个村屯，提起近几年乡村

的变化，广场上、文化长廊里、路边浓荫下，总会有大爷

大娘拉着你说上几句。一条条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

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一处处景色宜人的花园景点、一座

座秀美整洁的村庄，一幅宜居宜业的和谐美丽画卷徐

徐展开……

近年来，乾安县紧紧围绕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强

化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激发了新

力量，释放了新动能，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新发展，让农

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变化。

“现在，喝水全达标，住房不怕暴雨浇，雨天走路不脏

鞋，农民办事不用跑。村里人吃穿不用愁，房前屋后环境

越来越美。这是党的政策好，这是咱们人勤劳。”谈及这

几年的变化，所字镇忠字村的一位村民用这几句打油诗

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强基础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近几年，乾安县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公共服务条件，强化民生保障，提

高群众收入，全面提升乡村共建共享水平。

走进忠字村，整齐划一的围墙栅栏，排列有序的房

屋，平坦整洁的道路，内容丰富的墙体宣传画……让人眼

前一亮。该村全面落实“千村示范”创建工作，以环境整

治为突破口，打造人居环境整治的“升级版”，掀起新一轮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热潮，在乡村建设和环境治理

上下足了功夫，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让字镇遐字村村民方金才说：“通过这十多年的努

力，我们村发生了很大改变，所有村上的土路、乡村道都

铺成了柏油路，方便了老百姓的出行、春耕生产和秋天收

获。另外，我们村这几年旱厕改造、水厕改造，院舍大门

焕然一新，老百姓的心情也非常愉悦。”

通往遐字村的乡村柏油路宽敞整洁，两侧绿树成荫，

一排排路灯整齐挺立。十年间，从生活、生产到生态，遐

字村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农村基础设施与环境的改善，离不开日常的监督和

维护，乾安县各乡村党支部将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位，

真正做到了环境有人包、事事有人管。

兴产业 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产业在哪里？资金怎么

来？破题的关键就是：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创新方法。

多年来，乾安县以“发挥最大优势、实现最大收益、惠

及最多百姓”为目标，以种植、养殖为基础，通过抱团发展

等方式，探索提升农民组织化、产业专业化新途径，把群

众组织起来走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广大基层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着力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实现集体增收

和群众致富的“双赢”。

大力发展棚膜经济。走进遐字村兴遐种植园，一排

排大棚整齐排列，大棚里瓜果、蔬菜长势喜人。村党支部

书记杨国双介绍说，现有日光大棚20栋，种植香瓜、豆角、

茄子、黄瓜等蔬菜，仅大棚种植这一项年纯收入40多万

元，带动近百名村民致富。

大力推广成立“家庭农场”等养殖模式。该县立足地

域特点、资源禀赋和群众养牛传统基础，大力推广“家庭

农场”等模式，坚持把育肥牛产业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

点产业。所字镇雅字村孔凡坤这几年一直利用庭院发展

育肥牛养殖，成立家庭农场养殖模式，因为养殖时间久、

经验丰富，一头头牛膘肥体壮，收入也非常可观。

过去的道字乡在字村缺乏“造血”项目，也没有可持

续发展资源，村民生活拮据。面对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

缺少致富增收渠道这一现状，在字村党支部积极响应号

召，立足本村丰富的养牛经验，创办了乾安县仁信养殖家

庭农场，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开拓进取，齐心协力绘就乡村

振兴美好蓝图。

在字村村民于春文说：“原来，我们只靠种植玉米和

一些杂粮，经济收入不高，要是赶上灾害就会减产甚至绝

收。现在，我们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成立了家庭农场，不

仅村集体能增加收入，我们村民也能得到分红。我还想

再入几股，争取分红时多分点儿。”

兑积分 绘制乡村振兴幸福底色

在乡村治理工作中，乾安县按照“共治共享”的工作

思路，创新设置积分超市。超市设立平安建设类、道德建

设类、乡村建设类、奖励惩罚类4大类50条目积分项目，

对党员、群众进行量化管理。村民凭家庭总积分可以随

时兑换、按月兑换、季度兑换、半年兑换，切实增强了群众

的参与感、获得感、荣誉感和幸福感。目前，全县163个行

政村全部成立了积分超市。以遐字村为例，在广泛征求

群众对积分制管理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遐字村

“积分制”管理实施方案》。村“两委”成员成立积分评议

小组，根据党员群众岗位职责和任务分工随时进行积分

累计。党员群众以家庭为单位，随时到积分超市兑换任

意商品和服务，所需兑换的资金以村为单位从村集体经

济收入列支。

遐字村实施物质、精神“双奖励”积分表彰奖励制度，

村“两委”每半年进行一次评比兑换，对于分数靠前的10

户，年底晋级星级农户，对于人居环境治理突出的10户人

家，年底评选为“干净人家”，统一进行表彰奖励。

自“积分制”工作开展以来，遐字村共评选出“干净

人家”27户，累计办理公共服务512条，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活动 138 次，累计积分 6450 分，兑换积分 110 余次

4780分。“我们将紧紧围绕‘党建强、乡村兴、群众富’目

标，采取组织联建、产业联兴、利益联结、治理联抓的‘一

核四联’措施，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村集体种植园、家

庭农场等组织优势、干部群众中的人才优势有效融合，

形成了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大力发展以乾安黄小

米、乾安红辣椒、乾安糯玉米、乾安羊肉四种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为龙头的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的阳光路。”展望未来，乾安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信心满满。

希望，在田野上升腾
——乾安县推进乡村振兴纪事

本报记者 毕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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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花走千村

本报讯（蔡云鹏 记者毕玮琳）近年来，长春

市九台区上河湾镇套子里村结合自身实际，依

托松花江的优越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及产业基

础，帮扶引导村民积极探索发展蛋鸭养殖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为村民蹚出一条致富路。

日前，记者来到这个距离长春百余公里的

小村庄。在村部附近，遇到了正在忙碌的养殖

大户于艳辉。正值“饭点”，院子里鸭声一片，成

群的鸭子，一只只昂首挺胸欢快地跑来抢食。

刚刚喂完食，于艳辉又忙着清理鸭舍、消毒。“我

们养的都是蛋鸭，蛋期长、产量高，1只鸭子一

年能产100多枚鸭蛋。”于艳辉告诉记者，自己

不但会养鸭，还能给鸭子做防疫、打疫苗。

风景秀丽的套子里村，西邻德惠、北接榆

树、南通舒兰，地理位置优越，这里出产的鸭蛋

更是深受八方来客的喜爱。

“依托松花江良好的水资源，我采用了庭院

养殖与放养相结合的模式，鸭子除了吃自家的谷

物，还经常在江里捕捉小鱼小虾为食，蛋黄呈金

黄色，口感绵密，营养丰富。”于艳辉说。她开展庭

院养殖已有20多年，今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

下，又扩大了庭院养殖规模。说话间，于艳辉露

出幸福的微笑。“今年村里又给我们免费发放了

鸭雏，现在我一共养了200多只鸭子，其中成鸭90

只，一年仅靠卖鸭蛋就能收入两三万元。我刚刚

购买了鹅雏，来年又能多一笔收入。”

走在套子里村，农家院里随处可见大大小

小的鸭舍，庭院养鸭释放出发展潜力。

为什么要引导村民们通过庭院养鸭来增收

致富？“投入小、见效快、占地少、前景好。”驻村

第一书记杨士东对记者说。

套子里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

松花江中丰富的鱼虾、浮游生物等为蛋鸭提供

了充足的营养。市场上的普通鸭蛋每枚仅卖一

两元钱，套子里村的江鸭蛋每枚却能卖到4元

钱，腌制好的咸鸭蛋更是卖到5元钱一枚。

今年3月，61岁的脱贫户张桐宝向村委会表达了想要养殖江鸭的

意愿。4月，他就收到村里免费发放的100多只鸭雏。记者看到他时，

他正在江边放养鸭子，让小鸭自由地觅食，享用大自然赐予的美食。“感

谢村委会和帮扶工作队为我们买来小鸭雏，感谢养殖大户给我传授经

验和防疫等方面的知识。除了种自家的地，我又承包了1公顷土地，去

年种苞米，总共收入7万多元。今年认领了鸭雏，年末就能开始卖鸭

蛋，又能多一笔收入。”

“发展庭院养殖，首先要做好防疫，再就是要建好禽舍，这两样具备

了，庭院养殖的难度就不大了。”于艳辉时常向村民们传授庭院养殖经

验。这几年，她尝到了发展庭院经济的甜头。“帮扶政策好，自己也要

拼！”于艳辉感慨地说。

产业帮扶既要“输血”，更要“造血”；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

袋”。利用闲置的院落发展庭院养殖，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给套子里村

村民打开一条持续致富之道。

谈到套子里村未来发展，村党支部书记陈光岩表示，未来，他们打

算把生产经营搞好，提高技术水平，把更多的养殖大户培养成为庭院经

济示范户，带动更多的小散户及脱贫户养鸭，通过订单统销、电商直销

等多种渠道，把村里出产的鸭蛋打造成品牌，让庭院经济更好地参与市

场、创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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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任胜章）近年来，龙井市

智新镇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提升了村民

的生活质量，打造了一个生态宜居的美丽

家园。

近日，记者来到智新镇胜地村，这里房

舍整齐，道路干净整洁，民俗墙画赏心悦

目，既有美丽乡村的“颜值”，又充满着诗情

画意。村里的老人们说，现在村里的基础

设施不断改造升级，环境好了，外出打工的

人也愿意回来了。

走进明东村，一边是古色古香的朝

鲜族庭院，一边是潮范十足的咖啡厅，传

统特色和现代元素相得益彰。过去，明

东村大部分人外出打工，人口老龄化严

重，村集体没有好的致富项目，交通条件

落后，赶上雨雪天气，出趟门费尽周折。

经过几年的时间，全村危房改建，泥草房

换成砖瓦房；打深水井，改造引水管线，

保障饮用水安全；新建石砌围墙，还原朝

鲜族村宅传统特色；立路灯、造绿化带，

扩建休闲广场、停车场。智新镇还引入

专业环卫队伍，加强日常保洁工作，镇区

环境焕然一新，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

极大改善。

截至目前，智新镇已实施村庄整治15

个村，动员800余人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860余吨、淤泥10余吨，清理农业生产废

弃物15吨，清理公共场所115处，清理庭

院48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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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超 任胜章 马宁）图们市月晴镇的杰满村，地处

G331公路上，如今已成了自驾游客的打卡热门地点。

黄牛、蜂蜜、灵芝、水稻……小小的边境村有着丰富的产业资源，哪

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富民产业。最近，杰满村又开发了一个新项目

——房车营地，免费为自驾游客提供服务。在房车营地，可以免费加

水、为手机充电，可以搭帐篷做饭，有公共厨房、公共淋浴间、公共卫生

间等，房车营位50个、小车停车位40个。房车营地已经迎来了不少自

驾游客，除了补充水电以外，游客还可以在村里的网红烧烤店、朝鲜族

餐馆品尝特色美食。驻村第一书记李海涛说：“这个夏天，我们村可真

是热闹了起来。”

从2023年10月驻村以来，李海涛经过充分调研、实地考察，结合杰

满村特色农业发展资源，在村里试验种植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新品种水

稻，推广鲜食玉米新品种、灵芝种植等，在该村建起了特色农业灵芝种

植示范基地。

李海涛介绍，村里的灵芝种植示范基地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技术示

范、现场教学等方式，集中展示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食药用菌团

体在灵芝产业方面的技术优势，带领村民学习灵芝种植、加工、销售等

领域的相关技术，了解灵芝产业动态，为后期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杰满村：多元发展助振兴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日前，记者走进汪清县东光镇

太平村木耳基地，只见菌袋上长满了油黑发亮的黑木耳，

就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花。

据了解，太平村有80%的村民种植黑木耳。目前，村里

种植的黑木耳规模达700多万袋，还建有黑木耳菌包厂，成

立了专业合作社，为村里黑木耳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好产品还要有销路。满河村这些年靠电商发展成了

全县闻名的电商村，把当地的农特产品推向全国各地。

据不完全统计，满河村自2017年开展电商产业以来，截至

目前，发展淘宝店铺十多家，各类平台账号粉丝达到30

万，累计销售额实现500万元。如今，满河村还建起自己

的包装车间，将大大降低包装成本。

近年来，东光镇大力推进农村特色产业集聚发展，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黑木耳种植、桑黄种植、烟叶种植、

生态采摘为主导，蜜蜂和黄牛养殖为补充的特色产业发

展模式。同时，该镇统筹用好省级壮大村集体经济扶持

资金，大力推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民俗旅游等新型

产业，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推进了乡村振兴。

东光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乾安县千字文广场作为当地标志性景观，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每年都吸引众多游人到此观光游览。
（乾安县委宣传部供图）

乾安县所字镇雅字村村民孔凡坤这几年发展育肥牛
养殖，因为养殖时间久、经验丰富，一头头牛膘肥体壮，收
入也非常可观。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摄

最近，梅河口市人民法院选派优秀青年干警定期下沉到偏远
乡村小学，摸排辖区村社未成年人保护情况。干警们走到乡村儿
童身边，通过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打通未成年人普法“最后一公
里”，进一步强化“家+校+司法”机制，增强乡村儿童的法治意识。

陈旭 王敬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