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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芙）洮南市东升乡
福民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积极探索和实
践创新扶贫新模式，筹建了“爱心储蓄
银行”。采取“存”爱心兑物品的方
式，既让村民们得到了真正的实惠，又
打造出和谐美丽乡村。

“爱心储蓄银行”是福民村党支部
在白城市委组织部驻村第一书记及驻村

工作队的指导下成立的，以非营利的性
质运营，村民们通过参加义务劳动、志
愿服务、爱心捐赠、孝亲敬老、创建最
美人家等活动，折算成积分存入“爱心
储蓄银行”，每月开放日时可根据积分
兑换相应分值物品，也可积累积分适时
兑换。

自福民村“爱心储蓄银行”成立以

来，村委会按月检查考核每家院内院外
环境卫生、遵纪守法、和谐邻里、孝亲敬
老等，考核得分记入每家每户的“爱心储
蓄银行”存折，采取“一评审二公示三兑
换”三步走的方式进行爱心积累综合评
比。年底对全年爱心活动情况进行汇
总，表现突出的党员和群众评定为年度

“星级文明户”并进行表彰。
“爱心储蓄银行”的成立，有效地

提高了福民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
力，同时也提高了全村党员群众的幸福
感和优越感，促进了脱贫攻坚工作的深
入开展。

创新扶贫模式 打造美丽乡村

洮北区岭下
镇石头井子村村
民刘德金从 2002
年 的 几 只 羊 养
起，发展到现在
的年卖出 3 批上
万只羊，年收入
30 万 元 以 上 。
2013 年，他又成
立了德金养羊专
业合作社，扶持
起 4 家 养 殖 大
户，带领村民共
同致富。

本报记者王
野村摄

“感谢乡里对我家的关怀和帮
助，感谢党组织给我脱贫的希望，
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奔头儿。这面锦
旗表达了我一家人的心声啊！”日
前，在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政府办
公室，哈日呼基村三社的贫困户刘
凤江怀着感激的心情，将一面印有

“精准扶贫解民忧 不辞劳苦孺子
牛”的锦旗送到德顺蒙古族乡党委
书记刘召友手中。

刘凤江患有布病，爱人患有精
神类疾病，多年来，看病吃药花光
了家里的积蓄。因有布病刘凤江不
能从事太重的体力劳动，没有经济
收入来源，家中负担越来越重，属
于因病致贫类型。面对这种情况，
在全乡脱贫攻坚工作开始之时，通
过精准识别，乡里就把刘凤江列入
了贫困户行列。为了保障刘凤江一
家的日常开销，刘召友帮刘凤江找
到了适合的工作，保障了一家人的
正常经济来源。洮北区人大常委会
主要负责人协调医院，为刘凤江制
定了合理治疗措施，控制住了他的
病情。

在党的好政策帮扶下、在各方
人士的关怀和全乡包村干部的大力
帮扶下，如今，刘凤江一家的生活
越来越好，不仅在收入上比以前有
了很大提高，而且“靠自身脱贫光
荣”的意识明显增强。“扶心扶
志、扶能扶智”，刘凤江一家打心
里感谢党和政府及各级相关负责人
的关怀和帮助，这才有了前来赠送

锦旗的感人一幕。
面对群众感激的目光，刘召友感慨地说：“能给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是我们应尽的职责，今后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尽全力为贫困户办更多的好
事实事，不辜负锦旗带来的荣誉和村民们的信任。”

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德顺蒙古族乡包村干部按照
区委脱贫攻坚的统一部署，制定帮扶计划，乡干部一心
扑下身子，带领驻村工作队积极开展工作。全乡上下正
齐心协力，奔向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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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酱汁蒜酸酸甜甜口感特别好，刚装
好的2000箱就销售一空，很多人吃过后打电话
联系我还要买。”洮北区金祥乡富强村书记张晓
东高兴地说。小小的酱汁香蒜背后是当地干部
和帮扶国企群策群力改变贫困面貌的故事。

2017年，吉林机场集团选派精兵强将赴
新建村开展调研，准确摸清了新建村贫困户现
状和致贫原因，提出新建村脱贫要因地制宜，
走规模化生态绿色种植和扩大特色养殖，变只
销售初级农产品为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脱贫
之路。同时，吉林机场集团并没有将扶贫工作
局限在新建村，在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布局上一
并将金祥乡其他几个村也统筹考虑在内，予以

支持，形成了惠及全乡的产业链布局。
吉林机场集团和新建村干部通过调研，将

新建村按照一屯一品规划打造了4个特色专
业屯，有大蒜屯、豆角屯、红菇娘屯和辣椒屯。
新建村210户全部开展庭院经济，种植面积达
到200亩。对户在人不在的，由村干部帮种，真
正做到栽满种严、处处见绿。吉林机场集团投
入扶贫资金23万元对贫困户提供种、苗、肥、
棚膜等扶持，全村仅庭院经济一项预计收入就
达70余万元，每户收入可达2000元以上，贫困
户可达3000元以上，最高的可达6000元。同
时，还给每户贫困户发放黑羽鸡进行养殖。无农
药化肥的绿色庭院农产品和“溜达鸡”不仅被市
场欢迎，还成为农产品深加工的原材料。

只有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才能产出更大的经
济价值，吉林机场集团将眼光扩大到全乡，提出
了将农产品就地转化加工的一系列方案。为此，

金祥乡利用富强村闲置房屋改造建设了金祥乡
生态农产品加工基地，采用传统工艺将庭院绿
色农产品加工成酱汁蒜、辣椒酱、干菜系列等，
品牌化经营。最开始以新建、富强和林场3个村
贫困户的庭院绿色农产品为主要原材料，先期
上市的酱汁蒜已经售罄，市场反馈良好。生态农
产品加工基地的建设不仅为全乡庭院经济的发
展指出了种什么的问题，还促进了全乡规模化、
专业化的种植绿色农产品，打造特色农产品专
业村屯，形成了一条绿色农产品产业链。

2016年5月，新建村干部领办的新发养
殖合作社开始建设毛驴养殖园区扶贫项目，项
目占地3.6公顷，总投资223万元。2017年末，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该扶贫项目，提高收益率，
吉林机场集团投入扶贫资金68万元用于扩大
毛驴养殖。合作社根据市场行情的波动分批次
购进毛驴进行繁育和育肥，随着合作社养殖技
术的成熟，规模的不断扩大，增强了合作社与
收购企业的议价能力，所得的收益以分红的形
式惠及贫困户家庭。

金祥乡是水稻之乡，但一直以来是产业大

而不强，主要是品种不优、品质不高、品牌不
响。为了扭转这一态势，吉林机场集团以金祥乡
金土地家庭农场为依托，全力打造“金祥达”大
米品牌，定位精品绿色，鸭稻共生，选取名优品
种，不施化肥，不用农药，精耕细作，自然农法生
产有机绿色水稻。通过一批水稻种植示范户，辐
射带动全乡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增收致富。

为了让生态绿色农产品更好的走向市场，
打造品牌，吉林机场集团和金祥乡通过市场调
研，选择“线上”与“线下”两条腿走路的原则，

“线上”与电商结合“靠大联强”进市场，形成基
地+电商配套销售模式。“线下”通过进超市、
团购、私人订制等方式推广销售，特别是吉林
机场集团协调长春机场和各支线机场广告资
源，在候机楼为“金祥达”生态大米进行免费广
告宣传，大幅提高了市场知名度。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让贫困群众
拥有一技之长是摆脱贫困的有效措施。吉林机
场集团和金祥乡充分了解贫困群众所思所盼、
所需所求，本着“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缺什么
就补什么”的原则，在全乡全面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以白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白城市畜牧业
学校等大中专院校为依托，选取电子商务、电
焊修理、种植养殖等7项技能作为短期培训，
畜牧兽医、农艺技术等5项专业为学历教育，
为有意愿的、适合的村民搭建学习平台，实现
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全家脱贫的脱贫摘帽目
标。吉林机场集团积极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在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搬运工等岗位时，
优先考虑金祥乡贫困群众，酌情安排白城机
场、长春机场就业。

2018年的最后一周，农村土地改革问题成为公众关注
的一大焦点。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连日来审
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修正案草案以及国务院关于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种地种粮者的权益、
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外出打工者的土地权益等等，成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

让农民受益，促进农村与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土地改革
的初心。农村土地改革的对象是农村土地，而农村土地的主
人是亿万农民。无论是作为农用地的耕地、林地、草地，还是
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农村居民，维护他们的权利、保护他们的权益、实现他
们的财产权，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的意愿、拥护
与获得感是衡量制度设计、法律调整得失成败的定盘星。

让农民受惠，要讲精准、补短板。从精准方面看，留守农
民、外出打工农民、被征地的农民，情况是很不同的。如对两
亿多进城农民工，中央已多次明确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
营权作为他们进城落户的条件。事实上，农民进城落户，教
育、医疗、低保、住房等城镇居民权利并不都是一次性赋权，
完全市民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他们以合理方式交回土地承
包权，只能基于自愿。在补短板方面，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必
须强化，近年来因为征地引发的出嫁女、上门女婿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保护、农村集体用地的征用补偿分配纠纷，数量增
长较快，这不仅是一个涉及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还是一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问题，对此明确界定、强化保护的
立法值得点赞。

农村土地改革只有让农民受益，才谈得上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宜居，也才能确保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才能实现农村
土地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
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
了”的改革初衷，从而确保城乡经济共赢、国家长治久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想中的农村
应该是碧水青山、蓝天白云，但有些地方却
随处都能见到动物粪便，池塘漂浮着垃圾。
现在，国家加大力度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农
业农村部提出开展“三清一改”环境大整
治，农民还有补贴拿。

村庄“三清一改”的含义

“三清”主要是指清垃圾、清塘沟、清
畜禽粪污。“一改”是指改变影响农村人居
环境的不良习惯，也包括农村的厕所改造。
其实厕所改造工作已经执行了多年，主要是
针对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的家庭厕所改
造，二是农村公厕的改造与建设。

农业农村部
提出“三清一改”的原因

目前由于农村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废水排

放设施的缺乏，农民朋友的生活垃圾、废水
等污染物无法得到较好的处理，这是导致农
村污染严重的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农村居民大多养殖牲畜和家
禽，畜禽粪污也是农村环境污染的重点问
题。国家也将积极进行清理整治，改善农村
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有三样建筑要拆除

危房和残破建筑
农村有很多长期无人居住的老旧房屋。

这些房屋由于无人照看、维护，时间长了就
难免老旧不堪，逐渐成为危房。有时候遇到
刮风、大雨，就会部分坍塌，成为安全隐
患。

并且，这些老旧房屋既影响农村人的安
全，也影响农村的村容村貌，妨碍“美丽乡
村”建设。

废弃猪牛栏
农村以前有很多人搞养殖，但有些人渐

渐不养了，改做其他了。他们留下的养殖用
的猪牛圈、栏舍等，都已废弃，也影响着农
村的环境。

露天旱厕
农村以往没有下水道，很多还不通自来

水，因此农村人使用的厕所多是老式的旱
厕。在南方一些农村，还有露天的用几口大
缸做成的厕所。这些露天厕所存在不少问
题，如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夏季还会滋生很
多蚊虫。因此，现在各地都在推行“厕所革
命”，把老式的农村旱厕改造成干净卫生的
水冲式厕所。

“三清一改”有哪些补贴或处罚

农村开展“三清一改”是有补贴的，目
前，国家是会给予农民朋友厕所改造补贴、
危房拆除补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贴等
等，具体项目还需咨询地方相关部门。但是
对于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治理环境不
合格的，也将会予以一定的处罚措施。

目前相关补贴参考

畜牧大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奖补
中央财政奖补资金2018年对猪当量（以

生猪、牛存栏量折算猪当量）为50万头以下
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县，累计补助上
限为3500万元；

猪当量为51—70万头的项目县，累计补
助上限为4000万元；

猪当量为71—99万头的项目县，累计补
助上限为4500万元；

猪当量为100万头以上的项目县，累计
补助上限为5000万元。

各省结合本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际
情况，自主确定补助方式、对象和标准。

农村厕所改造补贴
同样是各省份自主确定补贴标准，例如：
安徽省：
2018年计划完成50万户农村厕所改

造，到2020年计划完成240万户农村厕所改
造；在完成厕所改建后，建立一户一档，实行

“先建后补”。
海南省：
普通农户改造厕所不低于1600元/户，

贫困户不低于3200元/户。
山东省：
农村厕所改造补贴每户在900元左右，

到2018年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全覆盖。

江西省：
农村厕所改造户均补助1200元左右，以

建设和完善“两池一洗”（化粪池、便池、冲洗
设备）为主要内容。 （据《吉林农村报》）

国家启动村庄“三清一改”清洁行动

农民能得什么补贴

N 政策解读

扶 贫 路 上 的 国 企 担 当
——吉林机场集团帮扶洮北区金祥乡走笔

●张磊 贾凌竹

国企思维的产业规划

精品品牌的发展方向

“志智双扶”的治本之策

农民受益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初心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N 大地絮语

N 养殖技术

牛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牛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
除了牛以外，羊、猪、鹿等偶蹄兽也易感。病牛的水泡皮、水泡液
中病毒含量最高，口水、眼泪、奶、粪便和尿中也含有病毒。病毒
排出后污染牧场、饲草、饲料、饮水、空气、交通工具、圈舍等，健
康牛接触后可感染，病牛和健康牛直接接触可引起疾病播散。病
毒主要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也可通过破损的皮肤和黏膜进入
牛体内。大风可造成病毒的远距离跳跃式传播。

牛口蹄疫潜伏期一般为2—4天，最长的7天左右。病牛体
温升高达40℃—41℃，食欲减退，流出较多的口水，咀嚼和吞咽
困难，呆立无神。1—2天后，在唇和面颊的黏膜、舌面和舌的两
侧、齿龈、硬腭、齿垫等处形成水泡，大小不等，最大的可达鸡蛋
大。检查病牛的蹄部，可见皮肤肿胀、疼痛和发热。在口腔水泡出
现的同时或不久，蹄冠和蹄趾间的柔软皮肤上也出现水泡，大小
不等，早期为澄清的液体，后变混浊，破溃后流出液体可以和污
泥形成痂块。蹄冠部糜烂继发细菌感染的病牛，严重者可引起牛
的蹄匣脱落。病牛的乳房皮肤上也可出现水泡。本病多为良性经
过，病程一周左右，死亡率较低，不超过1％—3％。但犊牛常发
生恶性口蹄疫，死亡率可达20％—50％，致死的主要原因是变
质性心肌炎。

该病一旦发现疫情，要立即上报。确定诊断后，要划定疫点、
疫区，并实行封锁。要严格封死疫点，坚决扑杀病牛和同群牛，并
对尸体及其污染物进行焚烧、深埋等无害化处理。对病牛污染的
场所进行彻底消毒。要禁止疫区的牛、羊、猪等易感动物、有关畜
产品和饲料外调，非疫区的家畜严禁进入疫区。对出入疫区的交
通工具和人员必须全面消毒。在扑杀病牛后，观察3个月，确实无
新病例发生时，可由政府宣布解除封锁。表明该次疫情已扑灭。

预防口蹄疫主要是做好预防注射工作，每年要按国家制定
的口蹄疫免疫计划进行预防注射，口蹄疫疫苗免疫期一般为半
年，故每隔半年应进行一次口蹄疫免疫注射。其次，要坚持自繁
自养，从外地购入优良品种时，一定要请动物检疫部门帮助做好
检疫工作，坚决不能从疫区购入病牛。

牛口蹄疫预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