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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银联动反洗钱防诈骗

本报讯（陈芸玉 林涛 记者曾庆伟）为共同打击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保护老百姓“钱袋子”，近日，长

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合马鹿沟边境派出所开展“反

洗钱、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长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宣讲员通报了

近年来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以及给人民群众造成重

大财产损失的情况，详细向参加活动的民警介绍洗钱和

电信诈骗的高发类型、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段以及如何有

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提醒派出所民警清醒地认

识到反洗钱和防范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密切关注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

动的新动向、新情况和新问题，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再

安排、再部署，提高思想站位，夯实防控责任，健全防控机

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协同配合，凝心聚力维护人民群

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服务助力备春耕

本报讯（赵岩石 朱立群 赵健）日前，国网榆树市供

电公司围绕当前农村备耕、春耕生产用电需求，组织开展

“听、讲、助”供电服务行动，掌握用电动向、普及安全知

识、提供技术服务，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和辖区农业丰产丰

收。

榆树供电提前部署服务农村备耕、春耕生产任务，切

实开展以“听、讲、助”为重点的安全保供电活动。各基层

供电所分别组成“春耕生产专业服务队”，走进大棚蔬菜

种植、水稻生产以及粮食收储等重点客户，开展“三农”用

电需求侧调查、了解负荷情况、制订服务计划，聚精会神

“听民声”；持续组织安全用电知识进村屯、进农户、进田

间地头活动，大力宣传《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宣传防控和

打击破坏电力设施的举措，与广大客户携手共建和谐稳

定的用电环境 ；以备、春耕生产“保农事、保农时”服务为

基点，主动推出上门服务、预约服务、跟踪服务等措施，并

依据《2022年客户用电设备健康档案》，帮助客户检修、

维护用电设备，保证客户自有、自维产权用电设备“无病”

投运，优质服务“助民生”。

保障大棚用电需求

本报讯（毛盈盈）今年以来，国网四平供电公司聚焦

“菜篮子”稳产保供，坚持“宁让电等发展、不让发展等电”

原则，根据乡村规划、经济发展及电网结构和负荷特点，

超前服务农村配网建设，加快电网协调发展，实施农网巩

固提升，保障粮食生产和大棚用电需求。

如今，四平地区大棚内暖意融融，豆角、白菜等长势

喜人，一箱箱新鲜的绿色蔬菜正源源不断地销往四平、公

主岭、长春等地区。梨树县盛园种植养殖农民农业合作

社以种植豆角、黄瓜、西红柿等蔬菜为主，拥有52栋温室

大棚，种植面积达300公顷，年产值在300万元以上。合

作社负责人王彦介绍：“我们温室大棚初建时仅占地

12.8公顷。卷被、换气、滴灌都需要电机带动，正赶上农

网改造，提前为我们上了2台160千伏安的变压器，又把

线路架好了，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规模。”

春日梨树，万物复苏，绽放生机。

近年来，梨树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视

察梨树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奋力前行，成绩喜

人。

——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72.14万亩，粮食产量稳定

在40亿斤阶段性水平。

——开展“地趴粮”专项整治行动，玉米种植户全部实现

安全储粮，提前2年完成省定目标任务。

——“梨树模式”推广面积达到285万亩以上。新建高标

准农田14万亩，完成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6.97万亩，建

成现代农业生产单元22个。

——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到183万亩，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分别达到2882个、3768家，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

范社达到266个。

——获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等8项国家级奖项……

梨树，正在向农业强县迈进。

聚焦稳产增效 藏粮于地

梨树县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连续出台黑土

地保护“梨树模式”推广工作方案，严格落实耕地和黑土地保

护相关责任。

向“良田”要产出。建立县、乡、村、社四级“田长制”网格

化运行机制，全面压实永久基本农田、黑土地保护工作责任。

目前，全县现有耕地总面积393.9万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97.58万亩，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超过200万亩，2022年全县

粮食产量达到41.2亿斤，保持在40亿斤阶段性水平。

向“良法”要产出。鼓励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创

新土地托管模式，引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搭上增收

致富快车。围绕全国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探索实施“双

保全统”土地托管经营方式，2022年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到

183万亩。同时，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资2.8亿元，新修

改造“四沟四渠”10373公里，为2023年粮食大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

聚焦智慧农业 藏粮于技

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梨树县将“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

沤还田”融入“梨树模式”，探索出了“4+2梨树模式”升级版，畜

禽粪污就地就近还田为全省种养循环提供梨树经验模式。“梨

树模式”研发基地已连续5年突破亩产“吨粮田”。“梨树模式”

推广面积增加到285万亩，已基本实现适宜推广地块全覆盖。

向“良机”要产出。从第一台免耕播种机的“诞生”，如今

已改进升级到第8代，适用性与功能性更加强大。多功能、智

能化的农业机械为“梨树模式”插上科技的翅膀。目前，全县

拥有农机总动力156.4万千瓦，拥有拖拉机27513台，配套农

具47174台（套）。

向“良种”要产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他们实施种业

龙头企业扶优行动，投入1300万元现代农业产业园资金建成

良种繁育加工项目和吉林省富民种业有限公司良种选育科研

实验示范补助项目，扶持吉林省富民种业有限公司实现良种

繁育提升，助推科研实验示范。大力开展玉米新品种试验示

范工作，推广最新审定并适宜本地种植的国审品种10个、省

审品种10个，实现良种覆盖率达到100%。推广玉米、水稻、大

豆等农业主导品种46个，确保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65%。

聚焦奖补惠农 提质增效

梨树县在坚持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群众自愿原则的基础

上，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大力开展生

产托管服务，加快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深入落

实粮食种植补贴、土地生产托管补贴、梨树模式推广补贴等各

项惠农政策，2022年，共发放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生产

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各类补贴资金7.69亿元。投入

政策扶持资金1亿元，集中用于“梨树模式”的推广补助，每公

顷补贴资金提高到750元，促进了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的

推广。

“通过组团享受批发价，我们合作社今年每公顷种子节约

300多元，化肥节省200多元。跟散户购买相比，每公顷在农

资投入上就能减少500多元。”据县聚丰农民专业合作社邵亮

亮介绍，由托管主体“组团”向农资生产厂家或一级批发商购

买种子、化肥、授粉精华素等农资，能够减少中间差价，降低购

买农资的成本。

除此之外，他们大力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减少耕

地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和农药使用量。大力开展绿色仓储提升

行动，加快推进“粮食银行”建设，推广科学安全储粮模式，全

面开展“地趴粮”整治，粮食安全储存率达到99.5%，实现节粮

减损历史性突破。

今年，他们继续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

续推进“3个1”工程建设，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单元40个。持续

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3万亩，实

施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11.4万亩。实行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70万亩

以上，总产量保持在41亿斤以上。

向农业强县迈进
——来自梨树县的报道

李金欣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近日，记者在农安县农安镇

小桥子村八里庄香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看到，一排

排翠绿的瓜苗映入眼帘，株株长势喜人。村民王敏说：

“我们出来打打零工，一天能收入120元，还能照顾老人

和小孩儿。”

记者看到，工人们熟练地用刀片轻轻一划，再用夹子

将香瓜幼苗嫁接在哈密瓜根上。据了解，这样的嫁接培

育方式既能降低香瓜病虫害发生率，还能提高产量，确保

香瓜品质。农安镇小桥村八里庄香瓜合作社种植户刘敏

说：“香瓜不嫁接之前，香瓜快成熟的时候瓜秧会倒秧，产

量低、口感还不好。香瓜嫁接之后，最重要的是抗重茬、

产量高、口感甜脆，收入也增加了。”

小桥子村党总支书记高岩岩告诉记者，村里现有

香瓜种植大棚162栋、67家种植户，带动270人就业，

香瓜种植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甜蜜事业”。为了

保障瓜苗成活率，村里邀请多名有丰富嫁接技术的农

业技师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提高香瓜品质和产量。

在香瓜成熟季节，还帮助种植户联系香瓜经销商，提

高销售量。

精心打造“甜蜜事业”

日前，榆树市聚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彦飞开

始为春耕做准备，种子化肥都已经购买妥当。王彦飞说：“一

年之计在于春，今年咱们合作社还要大干一场。”

王彦飞中专毕业后就开始了打工历程，7年多的工作经

历，让他对家乡榆树市土桥镇万宝村更加眷恋。2014年，他

怀着返乡创业的志愿回到家乡。“我只想回到家乡，为家乡父

老做点事。”

榆树市是全国的产粮大县，王彦飞和另外5位万宝村人，

注册成立了榆树市聚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他担任理事长，

开始了新的创业征程。他秉承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

信念，2015年合作社的种植面积就达到2000多亩，雇佣员工

30人，为当地乡亲们增收100多万元。

创业之初，非常艰难。“现在种地和父辈那时候完全不

同，经营管理都得现学。”王彦飞通过不断摸索、不断学习，

早起晚归请教乡亲们，到外地参观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综

合素质。创业初期，面对一个个难题他都努力克服，想方设

法地解决困难。

“有志者事竟成。”正是因为这份执着和胆识，合作社

迎来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进步与喜讯。2016 年，合作社种

植面积达到 2700多亩，被评为榆树市土桥镇新型经营主

体建设全程机械自动化先进合作社，被长春市评为市级

示范社。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解决玉米秸秆成了“老大难”，秸秆

焚烧既污染环境又影响土壤质量。王彦飞看到商机，他到多

个城市、工厂参观学习考察，发现秸秆新能源事业不仅能带领

百姓致富，实现对秸秆的废物再利用，还能解决空气污染问

题。2016年，王彦飞成立了榆树市聚成秸秆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1100万元，收储玉米秸秆2万多吨，解决了当地70多人

就业，为乡亲们增收300万元以上。

经过不断发展，2017年合作社种植面积突破3500亩，

同年收储玉米秸秆4万吨，解决了土桥镇12个村的玉米秸

秆焚烧问题，为乡亲们增收500万元。截至2021年春季，

聚成秸秆能源有限公司累计处理玉米秸秆50多万吨。王

彦飞要吸纳全镇的玉米秸秆，再把它们转化成田间肥料，

变成百姓取暖的生物质燃料，让农民们不再为秸秆处理问

题发愁。

为了解决农民春种秋收行车困难，王彦飞出资帮助村里

修建田间路桥5座。他始终植根于家乡这块沃土，保持农民

的朴实本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家乡的深情。

为家乡父老拓富路
——记榆树市聚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彦飞

本报记者 冯超

“去年我养了5000只大鹅，4月末进的鹅雏，养75天

就出栏了，净挣12万元！”在舒兰市法特镇西良村方春养

殖场内，养殖户李方春满眼笑意地介绍他养鹅致富的经

历。

李方春以前从事过养殖工作，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

当问到他为什么选择养大鹅时，他抱着大鹅笑呵呵地说：

“我们市养鹅的市场环境特别好，政府不仅出台各式各样

的扶持政策，还在养殖房舍和配套设施上对我们进行帮

扶，我养大鹅的热情一下就上来了。这不，去年挣到钱

了，今年我打算再养2万只。”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像李方春这样

的养殖户在舒兰市有395户，养鹅专业村有3个。白鹅养

殖及加工销售总额达到6.71亿元，其中外贸出口额164

万美元。带动农民就业约1.5万人，直接带动农民增收

4400万元。

“市政府为养殖户提供了鼓励白鹅养殖业发展十条

扶持政策、创业担保贷款扶持政策以及保险扶持政策等

各项优惠政策，孵化企业配套了技术服务，我们还与屠宰

企业签订回收订单，白鹅的销路有了保障，收入就会更稳

定。”舒兰市法特镇王大村党支部书记冯化军说。

近年来，舒兰市委、市政府全力实施“12466”发展战

略，把白鹅产业确定为乡村振兴的优势特色产业和重点

项目来抓。经过探索发展，全市白鹅养殖“从无到有”，现

已突破232万只，2022年白鹅养殖规模在全国排名靠

前。鹅产品加工项目“从少变多”，新引进鹅火锅、鹅肝酱

等深加工项目10余个。产业链“从断变全”，从过去仅有

鹅绒加工转变为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全链条式发

展，白鹅产业已成为舒兰打造“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高

地”的重要支撑。舒兰市白鹅产业奏响了致富“向天歌”，

正在富民强市的征途上阔步前行。

奏响致富“向天歌”
郑保斌 潘慧凝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伊少军 记者毕玮琳）近日，在公主岭市刘房

子街道健亿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机

器轰鸣，两条高速运转的自动生产线上，玉米经过熟化、

烘干后，一茬茬黄亮的玉米面条从压条机一端被整齐送

出，淡淡的面香味在车间飘散开来。

2021年，为了满足刘房子街道玉米深加工特色产业

发展的用电需求，国网公主岭市供电公司对刘房子镇实

施农网改造升级，在刘房子镇街道改造10千伏线路1.42

千米、改造低压线路10.7千米，新装配电变压器3台，容

量1200千伏安。此外，在生产旺季，他们组织员工上门

服务。

“玉米加工需要通过机械传送进行清洗、烫漂、高温

灭菌等十多道工序，每个程序都离不开电。”车间主任刘

金生说，“我们投运的玉米面条生产线也全靠电力运转，

现在每天的产量由5吨增至10吨，用电方面更是容不得

半点闪失。”

公主岭市供电公司刘房子供电所所长张伟说，作为

健亿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常客”，他每个月都会和

同事定期上门全面检查用电设施、控制设备等，对相关电

气设备进行专项巡视维护，整改用电隐患，保障加工期间

安全可靠用电。

上门服务玉米深加工

本报讯（边境 记者任胜章）日前，省水

利厅组织召开2023年度水资源管理工作视

频会议，安排部署2023年重点任务，将加强

取用水监督管理，着力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切实强化地下水保护治理，不断推进水资源

集约节约利用，扎实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动水利现代化建设。

持续贯彻落实节水行动方案，持续推进

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切实注重重点地区节

水开源；持续推进江河流域水量分配，加快

确定地下水管控指标，完成全省全部跨市州

江河水量分配工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回

头看”工作，督促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快

推进6大类违法取水问题的整改。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进一步强化地

下水超采区治理，持续开展白城市、松原市

超采区动态评估，建立地下水水位变化定期

通报机制。落实地下水管控主体责任，削减

地下水开采量。开展母亲河复苏行动，推进

辉发河、卡岔河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

核定与保障先行先试工作，持续保障重点流

域生态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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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梨树县凤凰山村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割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