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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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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丹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走进靖宇县靖宇镇辖区内的农家
书屋，一排排书架整齐划一，一册册
图书陈列有序；假期里，家长和孩子
三三两两到书屋参加亲子阅读活
动；平日里，老人组团到书屋参加健
康义诊，津津有味地听着剪纸、刻画
课……

去年以来，靖宇镇以开展农家
书屋管理运行中存在的开放时间不
足、实际使用率不高、群众知晓率低
等问题排查纠治为契机，积极探索

“农家书屋+”发展模式，将农家书屋
与文明实践、便民服务、红色教育等
结合发展，充分发挥农家书屋学习

阵地作用，让农家书屋点亮文明新
风、助力乡村振兴。

自查自检，让农家书屋真正“动
起来”。为进一步规范农家书屋建
设管理，提升农家书屋服务质量水
平，靖宇镇对全镇范围内的7个农家
书屋、5个社区阅读管理空间围绕书
屋开放使用、环境卫生、图书规范上
架、阅读活动等管理运行情况开展
多轮次自查整改，书屋通过增加阅
读座位，增设老花镜、饮水壶、电风
扇等便民设施，为群众提供更加舒
适的阅读环境。同时，积极开展图
书资源补充，通过“镇党委牵头+各
书屋自行补充”的方式，为各书屋补

充涵盖政经、科技、生活、文化、少儿
等多个类别图书报刊1000余册，满
足不同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的群众
需求，通过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书
屋面貌焕然一新。

服务延伸，让农家书屋广泛“用
起来”。持续推进农家书屋与文明
实践、便民服务、红色教育深度融
合，探索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共建共享的新路径，结合群众
实际需求，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去年以来，各书屋围绕“世
界读书日”“乡村阅读季”“护苗行
动”“我们的节日”等主题，组织开展
科普教育、非遗剪纸、书法绘画、朗

读比赛、红色教育、传统民俗等各类
活动 100 余场次，发动近 5000 人次
共同参与，让农家书屋成为聚人气、
接地气的镇村文化“会客厅”。

激发能效，让农家书屋切实“活
起来”。靖宇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以农家书屋平台为载体，不断延伸
阅读方式、精准对接党员群众阅读
需求，把农家书屋活动与党员教育、
主题党日等活动紧密结合，组织党
员干部带头开展理论宣讲、学习研
讨等活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领头
雁”的责任意识和能力；常态化开展

“送书到家 送学上门”活动，有效提
高图书流动率利用率，激发党员群

众阅读兴趣。同时，围绕各村（社
区）特色，打造保安村“红色教育”、
靖安村“科普教学”、联合社区“青少
年成长”“非遗剪纸刻纸”、长江社区

“红帆长江”等书屋“名片”，加强与
长白山人才学院、辖区内中小学、党
建联盟成员单位、社会志愿服务团
队间联系，使农家书屋使用效率更
高、更具活力。

靖宇镇将以“建好管好用好”农
家书屋为目标，不断丰富完善“农家
书屋+”模式，推动农家书屋与乡村
旅游、文化活动等相结合，为群众
提供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文化
服务。

靖宇镇：“农家书屋+”模式提升服务效能

本报讯 殷哲宇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近年来，洮南市黑水镇立足自身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辣椒产业，通过引进新
技术、新设备，创新合作模式，不断延
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今年，
黑水镇辣椒育苗移栽工作全面展开，
通过加大辣椒种植力度，引进新移栽
设备，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5月6日，在黑水镇新红宝西瓜种
植合作社的辣椒种植基地，辣椒移栽
机正来回穿梭作业。为提高移栽效
率，今年创新采用“机械+人工”作业模
式，引进全自动辣椒移栽机，一台移栽
设备仅需1名农机手和4名工人配合，
每天便可完成30亩辣椒移栽作业。与
此同时，30余名村民分工明确，有条不
紊地进行运苗、破膜、栽苗等流程操
作。

今年该合作社种植的辣椒品种为
“保银 829”，该品种采用穴盘育苗技
术，具备省工省时、缓苗快等特点。种
植过程中，运用一膜双行、小流量滴灌
和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技术，实现节

水、节肥双重效果，进一步提高了资源
利用效率，为辣椒的茁壮成长提供有
力保障。

据了解，今年黑水镇辣椒种植面
积5058亩，其中庭院经济种植面积438
亩，大地种植面积4620亩，预计产值可
达 2700 万元。为推动辣椒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黑水镇积极探索并推行

“企业+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新模
式。目前，已与通榆天意集团达成深
度合作，在辣椒种植的各个环节紧密
协作，统一选种、采购、田间管理。同
时，企业提供订单回收服务与黑水镇
农科人员全程跟踪指导，确保辣椒从
种植到收获的每个环节都科学规范，
预计9月下旬即可收获。

洮南市黑水镇

辣椒移栽“火”力全开

本报讯 潘晟昱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眼下正是花生播种关键时期，连日来，
镇赉县花生种植户正紧抓农时，有序推
进花生播种工作，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
户忙碌的身影，为新一年的丰收播下希
望的种子。

在莫莫格蒙古族乡乌兰昭村村民
陈孝军家的花生种植地块，播种机匀速
推进，伴随着轰鸣声，播种、覆膜、盖土
等作业工序一气呵成。陈孝军家今年
种植5公顷花生，由于前期降雨增加了
土壤的含水量，让今年播种时间相较于
去年提前了3天，原本需要五六天完成
的作业量，两天就可以完成播种，不仅
缩短了播种时间，节约用水、人工等成
本，还有利于秧苗的生长。陈孝军告诉
记者，由于这一场及时透雨，一公顷地
可节约成本约1000元。

花生是莫莫格蒙古族乡的特色种
植产业之一，这里丰富的沙质土壤为花
生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在这里产出

的花生，尤其是四粒红花生，果仁鲜红，
果实饱满，粒度均匀，味道醇香可口，深
受市场青睐。莫莫格蒙古族乡依托土
地资源优势，瞄准花生经济效益，鼓励
群众发展花生种植产业，深耕细作，扩

大种植面积，提高花生产量，形成产业
规模，让“小花生”变成群众增收致富
的“小金豆”。今年，全乡花生种植面
积 2500 公顷，预计产值可达 8000 万
元。

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

播种“希望”好事“花生”

本报讯 张皓宇 张晓
龙 报道 由通榆县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鹤
翔供热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一期工程，位于通榆县风电
大 路 与 吉 祥 街 交 会 ，目
前，建设者争分夺秒，正
在加紧施工，全力推进工
程 进 度 ，预 计 今 年 10 月
竣工。

5月13日，笔者走进施
工现场，这里机器轰鸣，工
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正在
进行各项施工作业，建设如
火如荼。

“截至目前，主厂房处
于基础施工阶段，锅炉区域
及环保区域的基础已经实

施完成，正在进行上部结构
的施工。储煤厂区域正在
进行地梁回填，相关设备已
经在生产，后续将陆续进
场，加紧施工确保项目按
时交付。”项目工程施工
单位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该项目一期工
程预计今年 10 月竣工，项
目建成后，将满足通榆县中
心城区近期 361.89 万平方
米和远期 822.89 万平方米
供热面积的供热需求，集中
解决供热能源浪费等问题，
将为全县居民提供更加舒
适、便捷的供热服务，建立
安全、清洁、经济、高效的城
市供热体系。

通榆鹤翔供热改造项目建设正酣

本报讯 王炎钧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进一步推
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
量发展，深化人参文化传承
与品牌建设，今年以来，抚
松县万良镇紧扣产业升级
脉搏，全力推进长白山 野
山参交易市场暨万良同
仁 堂 大 药 房 项 目 建 设 ，
为镇域经济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0.6亿元，占地面积4523平
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6032
平方米，项目内部功能布局
科学合理，涵盖保健品区、
人参交易区、会议办公区、
野山参展示区等多个功能
区域，更配备了野山参鉴定
中心、野山参溯源中心等专
业机构。目前，项目正有序
推进前期施工，预计今年四

季度进行项目验收。
多年来，万良镇立足长

白山中药材原产地的独特
优势，深耕人参文化传承，
如今万良镇人参产业已成
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形成了
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完整
产业链。此次长白山野山
参交易市场暨万良同仁堂
大药房项目的建设，不仅是
万良镇推动人参产业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更
是书写新时代“好医好药”
的关键一笔。

万良镇将秉持开放合
作理念，深化与企业、高校
院所的交流合作，通过资源
整合、技术创新、模式升级，
全力推动人参产业向规范
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迈
进，奋力开创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发展新局面。

万良镇激活人参产业发展新动能万良镇激活人参产业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