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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俊江）按照“科技兴
农、人才强农、新型职业农民固农”的
战略要求，日前，洮北区畜牧站在镇
南种羊场举办了新型职业农民畜禽
养殖技术培训班，为养殖户“充电蓄
能”，来自镇南种羊场的45名学员接
受了为期7天的畜禽养殖技能培训。

培训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授课。授课专家围绕农作物
秸秆粗饲料的加工调制、肉羊舍饲
圈养技术、微生态发酵床养猪技
术、肉鹅养殖技术四个方面的专题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授，现场与学

员互动交流，解答养殖户在生产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培训班为每个学
员发放了畜禽养殖实用技术资料，并
带领学员到吉林省亚亨农牧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实训，考察肉羊养殖基
地、标准化羊舍、20万只肉羊屠宰加

工生产线，听取企业负责人对肉羊产
业化经营状况的介绍。

培训让学员们既学到了理论知
识，又在生产实训中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进一步增强
了致富本领。

本报讯（记者张赫）寒冬已至，庄稼地里已
然是一片荒芜，而在大安市联合乡的温室大棚
里却是另一番景致，一颗颗鲜红的西红柿、一
朵朵盛开的草莓花、一簇簇敦实可爱的小平菇
焕发着勃勃生机。

走进大安市联合乡王文凤家的温室大棚，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种植户王文凤正在和工人
侍弄秧苗。据王文凤介绍，在乡政府的帮助下，
她家改变以往温室大棚的加热方式，建起了3
栋环保温室大棚，利用太阳能为土壤加温、为

温室储存热能，这样冬季不用烧煤取暖，大棚
里的作物也能正常生长，不仅降低了成本，还
非常环保。

面对一栋温室大棚，王文凤给记者算了一笔
经济账，按照第一茬种植草莓，第二茬种植晚瓜
的种植模式，年纯收入就能达到10万元左右。

在联合乡洪权村红岩家庭农场里，一朵朵小
平菇在菌袋上安静的生长，历红岩两口子正在对
合格的平菇进行采摘、去根，这不仅让他们冬天
有事做，而且还尝到了棚膜产业带来的甜头。

镇赉县镇赉镇长安村赢喜自动
化家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
大型现代化养鸡场，上万只蛋鸡全
部采用机械化饲养方式，既节省了
成本，又为村民带来了收入，成为
帮扶带动当地养殖户增收致富的重
要产业。

合作社理事长宫艳芹向笔者介
绍，养鸡场现存栏蛋鸡1万多只。过
去，采用传统养殖方式，至少要雇6
名工人，现在只要一摁电钮操作，
整个工序1人就可完成。过去人工清
粪，鸡舍打扫不净还很累人，现在
使用自动化清粪设备，又快又干
净，而且人与鸡基本不接触，减少
了鸡患疾病的风险，产蛋率也提高
了，每天可产蛋500公斤。

养鸡场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
建有两栋大型鸡舍。笔者来到养鸡
场时，宫艳芹正与工人在鸡舍内捡
拾鸡蛋，准备销往市场和超市。此
外，互联网也为鸡蛋的销售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让外地客商来到这里
进行采购。

说起为何要办养鸡场，宫艳芹
告诉笔者，这是她深思熟虑后做出
的决定。她考察发现村里很多农户
在自家院内散养家鸡，何不办个规
模养鸡场？经过认真思考，她萌生
了办规模化养鸡场的想法。

说干就干。她一边实地考察，
一边买来养鸡技术书籍认真研读，
自筹资金建起500平方米鸡舍，购进
了鸡雏，在家人、亲朋的怀疑目光中，
开始了养鸡事业。当时没有自动化养
鸡设备，夫妻俩齐上阵，力没少出，钱
挣不多，传统的养殖模式让夫妻俩吃
了很多苦、挨了不少累，但也让他们
看到了养鸡的前景。

不懂养殖技术，就一遍遍请教专
家，结合书上、农业节目中学到的养
殖技术，认真研究琢磨，渐渐的宫艳
芹对养鸡中一些常见的技术问题都
能自己解决了，这更坚定了她养鸡创
业的信心。

随着养鸡规模的逐步扩大，宫
艳芹开始琢磨机械化养鸡。经过认真考察，根据养鸡场的实际
情况，2012年，她投资100多万元，上了一套包括饲料加工
调配、自动上水上料、自动清粪的机械化养鸡设备，鸡舍实现
了现代化管理，既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为规
模化养鸡提供了便利条件。

“如今鸡场已初具规模，实现了用工少、成本低、现代化
养殖的目标，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我准备建一个饲料产销、
种鸡饲养、商品鸡孵化于一体的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综合养鸡场，
带动周边农民共同发家致富。”宫艳芹说。

养鸡致富的宫艳芹没有忘记众乡亲，她鼓励村民一起发展
养鸡产业。她成立了长安村赢喜自动化家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带领村民一起养鸡致富。镇赉镇南岗子村养鸡户张阳说：

“因家里有病人、有孩子上学，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在合作社
的帮扶下，去年养了3000多只鸡，到年底，收入2万多元，
解决了家庭贫困问题，让我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太高兴了。”

养鸡场还吸纳当地贫困村民进场务工，帮助增加家庭收
入。“我是长安村村民，在养鸡场打工，每月收入3000元，解
决了家庭生活困难的问题。”养鸡场工人宫艳德说。

谈到未来发展前景，宫艳芹脸上充满了自信，她说：“我
将继续努力，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把养鸡产业做大做
强，成为一个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

道地关药是指山海关以北，东北三省及内
蒙古东部地区所产的道地药材，居中国十大道
地药材之首。白城市地处松原、大庆、齐齐哈
尔、兴安盟、通辽两省一区六市的中心位置，是
优良的道地关药主产区之一，被誉为“神奇的
北纬45度地带”，在吉林省素有“南有长白山，
北有科尔沁”之称。要切实继承好、发展好、利
用好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培育新的战略支柱
产业，为振兴白城，实现“全民健康，全面小康”
作出新贡献。

立足大局，强化顶层设计
要提高认识。认清道地关药生态效益好、

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大、具有大发展的重要
性，发展以白城为中心、辐射两省一区六市道
地关药圈，关系到振兴白城及周边地区民族经
济，具有跨地域大发展的必要性；白城发展道
地关药产业有资源丰富、品质上乘、环境适宜、
区位中心四个优势和人工种药、加工制药、科
技兴药三个良好基础。

要搞好规划。把发展白城道地关药作为实
现“全民健康、全面小康”的重要基础性产业，
纳入“培育新的战略支柱性产业”“构建国家级
白齐兴生态经济合作区”布局之中；以2013年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白城5县（市、区）资
料为基础，有领导有组织地再进行一次全面调

查研究，在全面准确掌握白城资源底数、发展
现状和潜力的基础上，作出具有开创性和可操
作性的发展白城道地关药战略支柱产业的专
项规划。

加大力度，强化产业链条
一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业。认真落实市

政府提出的“启动中药材种植项目”，大力发展
规模化、规范化中药材种植面积。要把发展“草
原湿地弱碱性中草药”纳入草原建设规划，扩
大中药材单种、混种和间种面积，提高中药材
产量，提升药草混合型保健牧草和食疗型绿色
饲料品质；要把中药种植纳入林业生态经济发
展计划，扩大森林药材种植面积，提高林业综
合效益；要在改造低产田、退耕还草还林、农户
庭院以及粮油作物大田中，单种、间种或套种
中药植物，发展多元高效型种植业；要在实施
河湖连通、盐碱地生物修复、荒漠化治理等项
工程中，扩大耐盐碱、耐瘠薄、耐干旱中药材种
植面积，提高生态经济效益。

二要大力发展中药加工业。认真落实市六
次党代会提出的“依托丰富的中药资源和药食
同源的特色作物，积极发展以药品和保健品生
产为重点的大健康产业”的战略部署。在强化
现有企业产能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
加大型龙头企业数量，提升生产规模和辐射能

力，带动中药材种植业和商贸、流通业大发展。
三要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把中药商贸服

务业作为产品流通业和商务信息业一项重要
工作，纳入市政府“建设绿色农产品物流园”“医
药健康产业园”、农村电商服务站和互联网建
设中，构建企业与市场、生产与销售有效衔接
的物流服务平台，积极搭建以白城为中心的科
尔沁草原道地关药商贸服务业市场。各有关行
政单位和行业组织要强化引导服务功能，加大
种、加、贸衔接和产、供、销一条龙工程建设力
度，把区内外各业衔接成合作共赢、协调发展
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商品。

四要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在强化现有中药
科研机构的同时，农科院、畜牧研究院、林科院
及较大企业要设立或强化中药材研究所（室），
培养扩大科研队伍；把发展道地关药业纳入重
要日程，形成科学配套的中药材种植、栽培、管
理、收获、加工、贮藏、包装、运输技术规范，建立
优良种苗繁育基地和标准化种植基地，推动中
药材规范化、规模化生产；生产企业、科研教育
和技术推广部门要紧密衔接、协作联动，探索建
立“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技术推广联盟”，为中
药健康产业大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

加强领导，强化组织协调
一要发挥好政府部门的领导引导作用。市

政府下发的《关于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把做强中药种植业及加工业、现代中
药业纳入“六大主导板块”中的两大板块，领导
全市“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成立了白城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推进组，着力将道地药材打造成
资源转型、产业增收的重要支点。在巩固发展
甘草、绿豆国家级地理标志道地中药材和药食
兼用产品的基础上，助推防风、黄芩、黄芪、远
志等十余种道地中药材种植。在强化现有加工
制药企业产能的基础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
措施，促进中药各业整合发展。国药集团大型
中药提取项目落地白城，医药健康产业园平台
正在积极搭建，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的“关
药院士工作站”正在筹备。

二要发挥社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全国工
商联医药商会中药材分会在白城召开了北方
药材生产现场会，促进了白城大连绿波中药
药业有限公司与吉林北方药材加工有限公司
项目对接、合作签约，并在白城共建道地关
药药材联合基地；举办了首届科尔沁草原道
地关药发展论坛，国家和省一些社会组织代
表应邀而至，为发展以白城为中心的关药
圈、培育白城道地关药新的战略支柱产业出
谋划策。要积极组建全市中药协会或战略产
业联盟，紧紧围绕构建国家级白齐兴生态经
济合作区，重点开展中药农业生产体系、工
业生产体系、质量标准研究评价体系、商贸
流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产业服务体系

“六个体系”建设，为建成以白城为中心的科
尔沁草原道地关药圈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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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白城道地关药优势 培育新的战略支柱产业
●柳芳清

一、享受对象：
（一）支持动物疫病防控。主要包括病死动物及产品无

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布病免疫和动物防疫物资储备项目。
（二）支持规模化养殖。主要包括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畜禽养殖基地建设、畜禽及其他经济动物标准化养殖场（小
区）建设、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畜牧业绿色发展
示范建设、优势特色畜牧品牌建设、梅花鹿产品精深加工与
开发、鹿茸干燥新技术推广项目。

（三）支持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主要包括畜产品质量
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及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建设、
畜禽屠宰厂（场）质量安全链、畜产品养殖环节质量安全无
害化标准饲喂建设项目、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
梅花鹿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项目。

（四）支持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畜禽品种培育、
畜禽扩繁场建设、种畜禽（含梅花鹿）场建设、优良品种引
进、畜禽繁改、优质冻精补贴、种畜禽检测项目。

（五）省政府确定的事项。主要包括延边黄牛母牛保险
融资试点补助和榆树市与泰国正大集团1亿只肉鸡养殖项
目建设贷款贴息（由省财政直接补助）。

二、享受标准：
（一）根据省财政厅、省畜牧局《关于印发〈吉林省畜牧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吉财农〔2016〕531
号）规定，2017年专项资金支持良种繁育体系（除畜禽品种

培育、种畜禽检测方面外）、规模化养殖的资金采用因素法
分配；支持疫病防控、质量安全和良种繁育体系中的畜禽品
种培育、种畜禽检测方面的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

（二）对于按因素法分配的资金，各市县畜牧、财政部门
应按本意见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实施方案，明确项目申
报条件和范围、奖补标准、评审验收、资金拨付、监督指导等
相关要求以及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并报省畜牧局、省财政厅
备案。各地要在本地资金额度内，在本意见确定的使用范围
内自行组织项目申报、评审、验收等工作，统筹确定当地项
目实施单位、实施规模及补助金额。在项目组织和资金分配
的各个环节，要认真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同一项目不得重复
申报、多头申报。各市县畜牧、财政部门在 2017年4月1日
前，将项目确定情况和专项资金兑付情况报省畜牧局和省
财政厅备案。

（三）对项目法分配的资金，由省直项目单位或市县畜
牧、财政部门在 2016年10月18日前联合行文向省畜牧局
申报，由省畜牧局负责项目的评审、验收，并会同省财政厅
确定项目单位及补助额度。

（四）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真实性负责，按照有关规定
使用专项资金，完成项目建设目标。畜牧部门对项目评审
和验收结果负责，主要负责项目申报材料审核、现场核
实、组织建设、检查验收、监督管理和合格项目备案，并
在验收结束后及时向财政部门提交验收报告。财政部门配

合畜牧部门做好项目申报材料审核和合格项目备案，市县
财政部门主要负责按要求及时拨付资金，并对资金使用进
行监督管理。

三、申报程序：
动物疫病防控项目申报要求
（一）病死动物及产品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项目（项目

法管理，市县申报，省级验收）。
1．申报对象
由相关市、县（市）畜牧局编制申报材料上报省畜牧局。
2．申报条件
（1）符合《吉林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建设实施方案》关于

市级建设区域无害化处理场的布局和能力要求。
（2）符合农业部《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建设标准。
（3）无害化处理场须已向省畜牧局备案，确保年底前完

成建设并通过验收，已按标准安排过补助资金的市县不再
重复安排。

（二）布病免疫项目（项目法管理，由省本级申报，纳入
部门预算）该项目资金用于采购布鲁氏菌病疫苗，在全省开
展羊的免疫工作，提高畜间布病防控能力，使全省布病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根据各县（市、区）易感动物数量和免疫工作
实际调拨疫苗。

（三）动物防疫物资储备项目（项目法管理，由省本级申
报，纳入部门预算）按照农业部《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技
术规范》和《吉林省防治动物重大疫病应急物资储备指导规
范》，为我省无疫区建设符合国家评估认证条件，及时应对
突发重大动物疫病，每年度需要补充配齐所需储备物资，并
对过期的消毒药、防护服等储备物资进行更换。该项目资金
用于2017年度采购我省动物防疫应急储备物资。（待续）

五、金属冷加工车间如何防止工伤事故
金属冷加工车间各种机床很多，只要妥善布置

工作场所，设置必要的防护装置、保险装置，并严
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工伤事故。

机床平面布置要求：
１．不使零件或切屑甩出伤人。
２．操作者不受日光直射而产生目眩。
３．搬运成品、半成品及清理金属切屑方便。
４．车间应设安全通道，使人员及车辆行驶畅

通无阻。
防护装置要求：
１．防护罩：隔离外露的旋转部件。
２．防护栏杆：在运转时容易伤害人的机床部

位，以及不在地面上操作的机床，均应设置高度不
低于1米的防护栏杆。

３．防护挡板：防止磨屑、切屑和冷却液飞溅。
保险装置要求：
１．超负荷保险装置：超载时自动脱开或停车。
２．行程保险装置：运动部件到预定位置能自

动停车或返回。
３．顺序动作联锁装置：在一个动作未完成之

前，下一个动作不能进行。
４．意外事故联锁装置：在突然断电时，补偿

机构能立即动作或机床停车。
５．制动装置：避免在机床旋转时装卸工件；

发生突然事故时，能及时停止机床运转。
六、车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１．穿紧身防护服，袖口不要敞开；长发要戴

防护帽；在操作时，不能戴手套。
２．在机床主轴上装卸卡盘要停机后进行，不

可用电动机的力量来取卡盘。
３．夹持工件的卡盘、拨盘、鸡心夹的凸出部分

最好使用防护罩，以免绞住衣服或身体的其他部分，
如无防护罩，操作时就注意离开，不要靠得太近。

４．用顶尖装夹工件时，要注意顶尖与中心孔应
完全一致，不能用破损或歪斜的顶尖，使用前应将顶尖、中心孔擦干净，
后尾座顶尖要顶牢。

５．车削细长工件时，为保证安全应采用中心架或跟刀架，长出车
床部分应有标志。

６．车削形状不规则的工件时，应装平衡块，并试转平衡后再切削。
７．刀具装夹要牢靠，刀头伸出部分不要超出刀体高度的1.5倍，

刀下垫片的形状、尺寸应与刀体形状、尺寸相一致，垫片应尽可能少
而平。

８．对切削下来的带状切屑、螺旋状长切屑，应用钩子及时清
除，切忌用手拉。

９．为防止崩碎切屑伤人，应在合适的位置上安装透明挡板。
10．除车床上装有在运转中自动测量的量具外，均应停车测量工

件，并将刀架移到安全位置。
11．用砂布打磨工件表面时，要把刀具移到安全位置，并注意不

要让手和衣服接触工件表面。
12．磨内孔时，不可用手指支撑砂布，应用木棍代替，同时车速

不宜太快。
13．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和主轴变速箱上。

（待续）

本报讯（李雪阳）为了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进一步做好贫困群众帮扶工作，日前，白城市供销社组织
开展了冬季“献爱心送温暖”活动。

市供销社和白城农行相关人员带领驻村工作队深入包保的
贫困村洮南市向阳乡建业村开展为期两天的逐户走访慰问活
动，为21户贫困群众送去了大米、白面、豆油等生活必需品。

在特困户闫路家他们了解到，闫路因滑膜炎导致行动极其
不便，劳动能力基本丧失，他80多岁的母亲也患病卧床需要
照顾。得知此事后，市供销社领导立即自掏腰包，买了一副拐
杖第二天送给了闫路，切实帮他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在走访慰问中，市供销社结合一年来中药产业扶贫取得的
成果，进一步向贫困群众宣传有关扶贫政策，提升群众对扶贫
政策的知晓度。同时，挨家挨户为贫困群众计算一年收益，为
明年大面积种植中药材提前做好思想动员，全力帮助贫困群众
摘掉“穷帽子”。

棚膜经济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本报讯（孙琳琳）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近
日，通榆县苏公坨乡政府将9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组成
督察组，由主抓扶贫工作的分管领导带队，对9个村进行
全面的检查。通过实地查看材料、入户询问等方式进行互
检自查，共查出共性问题6条，个性问题10余条。

各村针对排查出的问题，集中人力进行整改，进一步
完善扶贫档案，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扶贫各项工作的满意

率和知晓率，进一步开展精准扶贫，坚决杜绝漏识、错识、
错退现象，确保“进一步打牢精准扶贫基础”工作各家各
户全部知晓。

此次互检，排查出了各村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及
时进行了整改，第一书记也收获颇多，在互检中既借鉴了
其他村的扶贫工作好的做法，又发现了本村存在的问题，
为实现早日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高洋）为解决农村物流不到村不
到户“最后一公里”问题，日前，洮北区供
销社与鑫和高铁快运达成合作协议，利用各
村设置的益农服务站实现物流到村，让农民

足不出村，即可邮寄、接收包裹，享受到现
代发达物流网络的快捷方便服务。目前，物
流已覆盖全区137个行政村，方便了村民，
受到了欢迎。

洮北区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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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公坨乡组织驻村第一书记对扶贫工作互检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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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北区新型职业农民畜禽

养殖技术培训班为养殖户“充电蓄能”

让贫困群众温暖过冬

畜牧养殖

脱贫攻坚政策摘登脱贫攻坚政策摘登

通榆县瞻榆镇西关村农民徐敬伟，自2010年成立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以来，始终遵
循“民办、民营、民受益”原则，实施“合作社+农户+市场+流通”经营模式，助力村民
致富。在该合作社引领下，周边村屯每年辣椒种植面积都超过2000公顷，实现了总产值
近亿元的目标。图为近日徐敬伟正在向种植户了解今年辣椒生产情况。 陈宝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