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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蓓蓓）日前，在东辽县安石镇

朝阳村文化广场，国网东辽县供电公司安石供电

所员工张强和孙传臣正在开展义务巡检，对辖区

景点和加工厂等重点区域的电力设施进行“地毯

式”排查。从线路连接到设备运行状态，为即将

到来的暑期旅游用电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今年，村里又新建了8栋民宿，供电所经常

主动上门帮我们匹配空开，服务真是太到位

了。”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副书记吕春

玲称赞道。

随着乡村旅游不断发展，朝阳村用电需求

激增，国网东辽县供电公司坚持“精细化”服务，

建立了光伏路灯定期巡检机制，保障夜间照明

与景观效果；为全电厨房提供“一对一”设备调

试、安全培训与隐患排查60余次，确保特色美食

稳定供应；在朝阳村夜市筹备期升级供电设施，

共升级景点供电线路2.6公里，变压器增容650

千伏安。

点燃电力引擎，驱动乡村发展，今年以来，

国网东辽县供电公司持续优化服务，用可靠电

力赋能乡村融合发展。

走进辽源坤澳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

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穿梭往

来，机器轰鸣运转……作为安石镇的重点企业，

该公司年产值达8000万元，可为当地提供400

余个就业岗位。

面对市场化竞争日益激烈，如何降本增效

是企业的头等大事。针对企业发展中的用电成

本难题，国网东辽县供电公司组织了专业团队

深入企业，分析用电数据，量身定制用电优化方

案。通过错峰生产、合理配置变压器等措施，帮

助企业每年节省生产成本10余万元。

“供电所的服务太贴心了，实实在在帮我们

减轻了负担，让我们生产经营更有底气。”公司

负责人周乐对供电所的精准服务连连称赞。

“我们通过技术赋能，让每度电都用在刀刃

上，用精准服务为企业‘减负’，真正让客户得到

实惠。”国网东辽县供电公司安石供电所所长刘

向辉表示。

为助力辖区企业快速发展，国网东辽县供

电公司坚持“个性化、靠前化、全程化”服务模

式，对申请报装接电的企业进行全程跟踪，简化

办理流程，帮助企业最短时间内办理用电手续，

为企业尽快、尽早投入生产提供便利。针对部

分企业未配备电工的情况，建立“企业包保制”，

指派专业人员“一对一”帮助企业，定期为其设

备及线路进行“体检”，让企业真正享受到高效、

快捷的供电服务。

“满格电”赋能乡村发展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紧紧抓住这一市场形

势，不断发展壮大冷面产业，“小冷面”做成了“大产

业”，引爆了“热经济”。

梅河口市大长今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冷

面、麻辣烫、米线为主的电商企业，拥有员工40多名，

多个自主品牌享誉国内外，深受广大用户欢迎。每到

夏季，冷面尤其受到客户青睐。在公司包装车间，工

人们不停地忙碌着，将产品快速封装，准备发往全国

各地。

近年来，梅河口投资1.2亿元建设了高标准的电

商产业园红色孵化中心，打造“梅河臻品”区域公共品

牌，为冷面行业配备了7000平方米的高标准、可视化

生产车间，开展产品推介、红色直播、创客导师宣讲等

活动。目前，梅河口线上冷面销售额超过3亿元，网络

销量占全国休闲食品冷面品种的四分之一。

同时，为整合行业资源，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在市

政府支持下成立了方便食品行业协会，数十家生产冷

面、麻辣烫、米线等方便食品的企业加入协会，大家形

成合力，有序竞争，共同规划助推方便食品产业大发

展、快发展。

梅河口市方便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张翀，从2020年

开始，在梅河口市优惠产业政策扶持下，从自己的企

业创新突破，在抓好产品质量的同时，拓展新的业务，

结合该市全域旅游发展契机，与多家旅行社合作，为

来梅河口观光旅游的各地游客提供特色午餐，并开设

了梅河特产展厅、知北村冷面坊等实体店面，宣传推

广本地特色食品。冷面、麻辣烫、木耳、松子等系列梅

河臻品一经上架，就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为梅河

冷面品牌的树立和扩大销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目前，梅河冷面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生产，20吨30

万袋的日产量仍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今年5月，梅河新区（梅河口市）举办政企早餐会，

邀请方便食品行业协会、大长今食品、澳隆食品、隆淇

食品等多家企业的负责人参会，新区党政主要领导与

企业家代表们共商发展大计。大家围绕方便食品产

业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市场拓展等内容展开深入探

讨，相关市领导和职能部门现场回应企业诉求。倡导

企业抱团发展，建立行业自律公约，推动行业从“粗放

式”向“精品化”转型。通过面对面的坦诚交流，企业

家们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发展信心。

梅河冷面作为梅河口传统特色美食，口味俱佳，

百年传承，被赋予独特的文化IP属性。该市将启动地

理标志认证工作，严格规范“梅河冷面”商标使用标

准，建立从原料种植到生产加工的全程溯源体系，确

保品牌公信力。同时，市直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主动将企业的“问题清单”转变

成“责任清单”，对企业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研究解决、及时反馈答复，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

的环境，通过政企携手共同推动方便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碗冷面，半城烟火。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出台推动冷面产业迅速蓬勃发展的多项举

措，将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带动食品加工产业的急速壮大。梅河冷面正从“地方小吃”向

“品质产业”转型，依托线上销售与连锁扩张，将带着地域的“火辣基因”走向全国餐桌。

梅河冷面的未来，是政策的“有形之手”与民间的“美味信仰”共同书写的故事，当爽口冷

面滑过喉间，当泡菜点燃味蕾，食客品味的不仅是百年技艺的坚守，更是一座城市以美食为

媒，向世界递出的热情名片。

图片说明：梅河口市知北村冷面坊生产车间。 （知北村冷面坊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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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铭 孙鑫）走

进柳河，风光旖旎，万物并秀。

近日，柳河县十三户芍药花谷千

亩芍药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层

叠的花瓣如绚烂云霞，构成一幅

绝美的乡村田园画卷。

走进十三户芍药花谷，映入

眼帘的是连绵起伏、波澜壮阔的

花海，成千上万株芍药花竞相绽

放，或深红似火、或粉嫩如霞、或

洁白胜雪 ，在翠绿叶片的映衬

下，层层叠叠，随风摇曳，宛如大

地铺展的锦绣华毯，蔚为壮观。

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

脾的馥郁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芍药花开漫花海，满园绚丽

醉游人。游客们尽情徜徉在花

海之中，与花做伴，以花为景，

用相机或手机定格每一个美好

瞬间。

据了解，十三户芍药花谷是

柳河县乡村游产业品牌之一，近

年来，柳河县依托良好的生态本

底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芍药种

植产业，不仅形成了极具观赏价

值的花海景观，更延伸了芍药的

药用和经济价值链条，有效带动

了周边村民就业增收，成为激活

乡村经济、扮靓美丽乡村的“金

色名片”。

本报讯（赵耀东 记者蔡冲春）近年来，位于鸭

绿江源头的长白边检站，与长白县长白镇、马鹿沟

镇下辖的重点村屯党支部，建立警地协作机制，巩

固壮大党建长廊，助力乡村振兴。

家住十八道沟村的村民老胡，种植的西瓜时

常滞销。长白边检站民警与驻村干部齐心协力，

几年来帮助老胡卖掉了1万多斤西瓜。长白边检

站还把党建和移民管理工作贯穿于乡村振兴中，

积极参与“长白山生力军”工程，成立青年突击队、

春耕秋收帮扶队等志愿服务队5支，帮助村民耕

种、秋收。

坚持“抓两头、带中间”，长白边检站深入实施

“BTX助力强基兴边工程”，选派民警加入实体化

运作专班，根据“规范型、先进型、标杆型”三类评

价标准，对基层党支部进行分类定级。按照“一支

部一村屯、一民警一农户、一问题一措施”标准，进

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将警地融合、乡村振兴纳入基

层党建检查、党支部书记述职内容。

依托与四省移民管理机构共同开展的“国门

金盾”党建联创联建活动，他们积极助推长白县

“一村一品、一带多韵”农旅融合发展新业态。通

过网络直播、虚拟VR、智能AI等形式，开展特色农

产品和文旅推介会，利用“整体策划、五地联动、多

元发布”的新闻发布体系，推销特色农产品、旅游

景点及线路。

他们还与长白县委宣传部、团县委、县融媒体中心、重点村等结

成联建对子，开展青年联谊、捐资助学、定点帮扶、稳边固防、环境清

洁等警地联建活动，帮助村民解决各类生产生活难题，共谋致富之

策、共建美好家园。

警
地
融
合
助
振
兴

本报讯（王月彪 邢连发 记者尹雪）6月，是

稻田放养蟹苗的关键时期。近日，在白城市洮北

区鑫淼水产养殖种植家庭农场，场长李晓博正穿

梭在稻田里，忙着投喂饲料、观察蟹苗生长情况，

水面下，鲜活的蟹苗为这片稻田注入无限生机。

“目前，我们投放的是大眼幼体，俗称蟹苗。”

洮北区鑫淼水产养殖种植家庭农场场长李晓博

介绍，这些米粒大小的大眼幼体，预计在今年10

月10日至11月20日长成扣蟹。届时，一部分扣

蟹将出售给周边养殖户，另一部分则留下来集中

越冬，待明年养为成蟹出售。

蟹苗在稻田中发挥着重要的“生态职

能”。它们能够捕食害虫、虫卵，降低病虫害发

生率。同时，它们的排泄物会转化成天然有机

肥，提升土壤肥力。这种“以蟹治虫、以蟹培

肥”的生态循环模式，让稻米颗粒饱满，品质提

升，售价高于普通大米，能够实现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赢。

农场稻田养蟹的成功，离不开水产技术人员

的支持。从初夏蟹苗投放到秋季回收，洮北区水

产技术人员对全区养殖户进行全程跟踪指导，及

时帮助解决田间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养殖过程中，应避免使用对大眼幼体刺激

大的肥料，还要做好防逃措施并合理投喂，秋季

会有一个很好的收成。”洮北区农业农村局水产

技术人员徐镇说。今年，洮北区将渔业倍增计

划作为重点工作，积极引导农户提升土地利用

率，提高产业附加值，逐步形成稻渔综合种养和

泡塘养殖相结合的渔业产业发展路径。全区稻

蟹养殖面积3300亩，已引入大眼幼体、小龙虾、

鲈鱼等各类水产幼苗超过1亿只，为农户增产

增收奠定基础。

稻蟹共生：唱响生态“富民曲”

本报讯（记者李铭 孙鑫）为推

动中医药文化与夜市经济深度融

合，近日，“传承中医瑰宝，点亮辉南

夜韵”辉南县“文化辉南”中医夜市

在辉南早夜市拉开帷幕，通过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与便捷的中医诊疗

服务，让缕缕“药香”融入城市夜市

“烟火气”。

夜幕降临，走进辉南早夜市，这

里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舞台上，八

段锦表演刚柔并济，一招一式尽显

中医养生功法的魅力。中医诊疗区

内，居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间，中

医师们现场为群众把脉问诊、耐心

解答健康疑问，并根据个人体质提

供专业的调理建议。

“今天在中医夜市不仅体验到

了专业的中医医师现场把脉、针灸

等一系列服务，还了解到了许多中

医知识以及中医文化，特别有意

义。”辉南县居民任文赞不绝口。

据了解，“传承中医瑰宝，点亮

辉南夜韵”辉南县“文化辉南”中医

夜市将常态化开展，每晚6点至8点

开市，将持续到10月份。中医夜市

共有20个展位，分为中医义诊区、

中医膳食区、中医推拿按摩区、中药

土特产品销售区。

“听”养生知识、“品”药膳茶饮，

感受中医魅力。活动期间，辉南县

中医院、朝阳镇卫生院、双凤卫生院

与县域内知名中医诊所的专家入驻

诊疗区，提供中医把脉、诊疗、针灸、

推拿等特色服务，展示中医药的独

特疗法。同时，中医夜市还将普及

养生知识，开展中药材辨识、制作香

囊等活动，并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承

讲座，为群众打造沉浸式的“健康夜

游”。

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

展，辉南县通过不断丰富活动内容

和形式，将中医服务与夜市文化相

结合，让中医药更加贴近群众生活，

让更多人了解中医、信任中医、使用

中医，为提升群众健康水平、传承中

医药文化贡献力量。

“药香”邂逅“烟火气”

记者手记：

梅河新区（梅河口市）通过政企早餐会搭建起高效沟通桥梁，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
器”。在这场充满烟火气的交流中，市领导与方便食品行业协会、大长今食品等8家企业代
表围桌而坐，围绕生物保鲜技术应用、预制菜新品开发等核心议题展开“头脑风暴”，为产业
向“精品化”转型指明方向。

政府以务实行动彰显支持决心，主动将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政府“责任清单”，强化产
业集聚与品牌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真正把“小冷面”做成“大产业”。这种“保姆
式”服务打破政企沟通壁垒，既精准回应企业诉求，又凝聚起协同发展合力，让企业吃下“定心
丸”，也为梅河冷面产业迈向全国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图片说明：

柳河县十三户芍药花谷，千亩芍药开出浪
漫花海。 汪艺 摄

柳柳河河千千亩亩芍芍药药竞竞芳芳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