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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春英 记者姜宁）为了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化居
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让广大群众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法治教育，2月

22日，大安市司法局组织法治宣传志
愿者团——绿色春天歌舞团举办了

“开展扫黑除恶，营造法治氛围”主题
文艺普法演出活动。

演出中，诗朗诵《扫黑除恶威风
扬》、群口快板《扫黑除恶顺民心》、民
歌独唱、舞蹈等19个扫黑除恶主题节
目，让观众对扫黑除恶工作有了新的
认识。

志愿者还通过悬挂条幅、解答咨
询、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料等方式，发
动辖区居民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来，踊跃揭发检举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线索，营造防范和打击黑恶势力的
强大声势，为大安构建和谐社会，创建
法治社区，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
纵深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宣
传效果。

图为志愿团成员在表演节目。

农 场 变 身 记
——大安市原喆家庭农场的转型发展之路

●刘佳宁

站在路中间，一边是斑斑点点的白色盐碱地，寸草不
生；一边是平整的稻田地，稻田地里正孕育着春天的希
望。这里是大安市两家子镇原喆家庭农场的地块。这块
土地所见证的蜕变，既是一座农场的华丽转身，也是大安
市盐碱地改造的一个缩影。在吉林省西部土地整理的大
背景下，伴随着改良盐碱地的进程，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种植结构得以调优，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开始落地，农业增
收迈向了“加速度”。

1998年，寇金有在大安市丰收镇承包了130公顷地，
成立了原喆家庭农场，大面积种植水稻。在当年，这些地
块都属于比较好种的“河套地”，土质不错，产量稳定，农
场的经营慢慢走上正轨。

那时的寇金有没有想到，曾经让人一筹莫展的盐碱
地，会成为如今的“香饽饽”。原喆家庭农场所在的大安，
是一个盐碱地大县，18.86万公顷的未利用地中，盐碱地
就有11.1万公顷，占未利用地面积的58.8%。几十年来，
随处可见的盐碱地上，随风刮起的阵阵白烟，是人们早已
习惯的生态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改变。2006年，总面
积2.33万公顷的大安灌区建设正式开工。历时6年，到
2013年，已建成131座各类建筑物。通过这一工程，将嫩
江的水资源引进广阔的盐碱地中，进行土地改良，整理出
2.1万公顷的水田，大大改善了大安的生态环境和种植条
件，为种植结构的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盐碱地改良的前景成为现实，位于两家子镇的
475公顷盐碱地，开始寻求耕种者。

经过15年的家庭农场经营，正需要扩大种植规模的
寇金有，看中了这片盐碱地的潜力。

可是，家人不太支持他的想法。当地老百姓有句话，
叫“有仇不用报，劝你种水稻”，就是形容在盐碱地上种水
稻的难度之大。种种困难，寇金有不是没有想到，但他
说：“我相信国家的科学技术，盐碱地要是不出水稻的话，
国家不会出这么多钱来改造盐碱地的。”

市里给出的承包价是每公顷1750元，5年一交钱，30
年不变。这个政策，大大减轻了寇金有的经济负担，让他
觉得，应该拼一次，去调整农场的发展方向。

2014年，原喆家庭农场正式在两家子镇扎根落户。
有了引进田间地头的嫩江水，寇金有咬咬牙，把农场经营
多年的积蓄，大笔大笔地投进了盐碱地里。

几年前，家住附近太山镇的伞海波来到原喆家庭农
场工作。恰逢农场刚刚开始试验盐碱地的改造。

看到白花花的盐碱地，伞海波不太相信这里能长出
水稻。刚干了几天，他就向寇金有要工资，“怕稻子出不
来，你不给我开工资呀！”

寇金有倒是不怕，他心里有底。2014年，他投入300
万元，种了20多公顷实验田，扬完肥料，就开始插秧。然
而，到了秋天，只结出一些小稻穗，穗上只有几个粒，“购
置的收割机都用不着，水稻长得不像样”。他请教了专家
和技术人员，用60袋脱硫石膏改造了0.07公顷地，效果
很好，田里的水变得清澈了，水稻苗也茁壮生长起来。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从2015年开始，农场大面
积使用脱硫石膏，进行盐碱地改造。伞海波眼看着数千
吨的脱硫石膏被撒进了广阔的盐碱地里。光是一公顷地
的改造成本，就要5万元。

寇金有说：“改造盐碱地，不是一年就能改成的，
技术都是逐渐摸索的。农场也走了不少弯路，现在改造

一公顷地，能比原来省2万元，3万元就能改造出来一公
顷地。”

随着改造技术的逐渐成熟，产量也逐年攀升。2016
年，农场的200公顷地都具备了水稻种植条件，当年秋天
产了60万斤水稻。2017年，水稻产量达到了200万斤。
经过数年的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到2018年，绝
大部分的盐碱地都已改造成功，进水农渠和毛渠全部实
现了管网覆盖，共投入1.5万吨脱硫石膏，种植面积达到
了400多公顷，产量近410万斤，每公顷产水稻达到1万
多斤。

随着种植面积的逐年增长，农场用工量也越来越大，
每年都能解决150多人的外出务工问题，发出的劳务工
资达140多万元。伞海波的收入也上涨了，一个月能赚
到4000多元，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昔日盐碱地，今朝稻花香。“你这地，整成了！”赶牛经
过的村民对寇金有竖起了大拇指。

但他明白，地里还有些“小毛病”，“2018年，地里有
的地方还疙疙瘩瘩的，机器没深耕进去，地特别的硬，稻
子扎不了根，就没有产量。”

今年，原喆家庭农场要把这些问题一并解决，深耕15
厘米至20厘米，把往年浪费的田地都利用起来。寇金有
掰着指头，算出了数字：“今年产量，我看增加个200万
斤，没有问题。”到2019年秋天，这片由盐碱地改良而成

的稻田，将达到稳产、丰产状态。
当产量不再成为主要问题，稻米的质量将直接决定

农场未来的发展。
伞海波告诉笔者：“同样的稻种，河套地种出来的大

米口感，跟这边盐碱地种出来的没法比。”经盐碱地改造
的处女地，未施用过化肥，地力很健；随着种植年头的增
长，烂在地里的水稻根越多，有机肥就越多，土壤会越发
肥沃；天然含碱的土地，又会产出独特的弱碱米，煮出的
粥又黏又滑，口感良好。

种种优势，使寇金有下定决心，要在这块地上，发展
优质水稻种植，打出“品质牌”，做出自家弱碱米的品牌。

依托种植规模扩大的基础，原喆家庭农场成立了自
己的米业公司，创建了自己的大米品牌，销往全国多个省
市，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2018年，销往深圳的大米，

卖出了每斤60多元的高价。
截至目前，原喆家庭农场已有52栋育苗大棚和1座

日烘干量400吨的烘干塔，并完成了大米加工生产线的
建设，每日加工量可达30多吨，年生产销售大米达1000
吨以上。负责生产线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能加
工多种大米，要抛光的精米也有，要不抛光的糙米也行，
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从2014年起，农场就已引进国内外大型农机具，实
施全程机械化的种植，采用科学的田间管理技术，提高生
产效率。

现在，农场实现了产业链经营，成为集粮食示范种
植、收购、烘干、加工、销售、仓储、物流于一体的农业
产业化企业。面向未来，寇金有怀着更多的打算：“今
年已经加工了200多吨米，销售出去了。但这是不够
的，生产规模要逐年扩大，大米品质要进一步优化，让
市场去认可。”

思维转向

从河套地到盐碱地

科技助力

从绝收年到丰收年

品牌升级

从普通米到优质米
本报讯（林树森）为进一步促

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日前，白城
市应急管理局采取七项措施，加
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与服务力
度，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打造一个良好环境。

确定重点服务对象。从全市
民营企业中选出一批企业作为重
点服务对象，努力提升企业安全
水平。通过“以点带面”的引领示
范作用，促进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不断提升。

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对涉及
民营企业的行政审批事项，按照

“只跑一次、大厅之外无审批”“两
集中、两到位”要求，实行“一站
式”服务，采取“部门联动”“容缺
预审”等措施，开辟行政审批绿色
通道，对重点民营企业提出的行
政审批事项，实行特事特办，安排
专人跟踪办理。

安全培训进企业。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等学习方式，定
期开展送法律、送安全知识进
民营企业活动，组织重点服务
对象开展职工安全生产培训，
不定时组织专家到重点民营企
业举办安全生产培训班，帮扶
企业做好“三级安全教育”。同
时，定期组织召开重点民营企
业负责人座谈会，交流、推广
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建立专家“会诊”机制。针对
民营企业安全条件差、技术力量
薄弱等问题，市应急管理局成立
服务民营经济专家组，在省市专
家库中选择专家，定期为重点民

营企业提供诊断、咨询服务，指
导、帮助重点民营企业开展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

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有关规
定，在冶金、矿山、危险化学品、烟
花爆竹等高危企业试行设立和聘
用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岗位制
度，尽快研究高危行业中民营企
业注册安全工程师聘用管理办
法，充分发挥人才作用。

推进安全创标提档。针对民
营企业实际，及时开展标准化建
设培训，帮扶企业改善安全生产
工艺条件，推进企业安全管理全
面优化，推进企业完成标准化达
标创建和提级进档工作。同时通
过开展“安全生产月”、创建“安全
企业”等活动，积极推进民营企业
和全社会安全文化建设。以优秀
民营企业为标杆，积极发挥优秀
民营企业的引领作用，切实提升
民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和企
业员工整体素质。

优化服务执法环境。科学合
理制定年度执法计划，逐步推行
分级分类执法检查，实现省市县
不重复检查。同时对民管企业按
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等进行分类，
对好的企业少检查，差的多检
查。在检查前必须制定详细的执
法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的地点、时
间、检查内容、事项等，提前告知
企业。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把部
门职能相近、检查事项相同的要
集中一次性联合检查，避免重复
和多头执法检查。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原喆家庭农场主人寇金有和他的稻
田。

②改造前的盐碱地，土壤板结，农作物
难以生长。

③稻花香里，收获着全年的希望。

本报讯（李欣哲）日前，大
安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大安
市某村李氏兄弟犯罪团伙一
案，并经该院第十二次审判委
员会讨论后不日将依法作出判
决，该犯罪团伙全部成员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2018年4月初，大安市公
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大安市
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甲与
哥哥李某乙强行占用自己土
地，并被李某乙打伤。接到报
案后，白城市公安局高度重视，
立即从白城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大安市公安局、通榆县公安
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立即开展
调查取证工作，在固定李氏兄
弟相关犯罪证据后，民警对其
二人采取强制措施。经过10余
天的侦查与讯问，终于查清事
实，专案组民警于2018年6月
4日成功将涉案的9名犯罪嫌
疑人全部抓获。

白城市应急管理局

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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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是私的对立，既为私谒，多有
所谋求，一旦应允，难免乱公心、失节
度，将那白袍污。因此，历代清官廉吏
对私谒都十分警惕、拒而远之

清末民初徐珂所著《清稗类钞》一
书，记载了“刘统勋却千金”一事。清
乾隆时期，刘统勋居相位。一日，有意
欲买官者深夜叩门，他深知来者目的，
拒而不见。翌日清晨来到政事堂，叫
来昨夜造访之人，责曰：“昏夜叩门，贤
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虽
老夫过失，亦可箴规。”买官者嗫嚅而
退。刘统勋拒贿之举，既不失节，亦不
失礼，磊落光明，颇得赞誉。

因私事而拜谒请托，旧时称之为
“私谒”，因其隐蔽、私密而不易被察
觉。也正因如此，古人在评价官员是
廉还是贪时，常将能否“拒私谒”作为
标尺之一。如《新唐书》在介绍一代廉
吏崔玄暐时，云“当公介然，不受私
谒”。《宋史》在书写傅伯成生平之时，
言其“权幸有私谒者，皆峻拒之”。诸
多清官廉吏之中，尤以东汉名臣杨震

“暮夜拒金”最负盛名，他以“天知、地
知、我知、子知”之言，留下了“夜畏四
知，严拒私谒”的佳话。

古人讲，“受恩多，则难以立朝。”
公是私的对立，既为私谒，多有所谋
求，一旦应允，难免乱公心、失节度，将
那白袍污。因此，历代清官廉吏对私
谒都十分警惕、拒而远之。明代清官
监察御史吴讷面对地方官员私下馈赠的百两黄金，在礼盒上题
诗：“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
沉在碧波间。”一代廉吏于成龙在康熙十九年升任直隶巡抚，针
对贿赂公行、请送盛行之乱状，颁发《严禁馈送檄》，通报大名知
县向他送礼之丑事，以儆效尤。

“夫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
媚。”公私分明是为官者应恪守的本分与底线，古今同理。党员
干部从走上岗位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事事出
于公心，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身正影直；一心只
为私利，暗通款曲、私相授受，难免进退失据、作茧自缚。揆诸现
实，我们身边不乏像杨善洲那样一生坚持不收礼、不允许任何人

“走后门”的优秀共产党员，也难免会有一些视公权为私器，因私
谒而乱规矩，“不送礼不办、送了礼乱办”，大搞权力变现者；总想
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甘受他人“围猎”者；“拉拉扯扯、吹吹
拍拍”，借公权而售私恩者……凡此种种，不但败坏了党风政风，
也终会让自己踏上不归路。

公私之间看境界。在公与私的选择上，老一辈革命家垂范在
先。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朱德
同志在家书中说：“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
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彭德怀同志提出自己的

“人生三原则”：一是自己不贪；二是让别人不送；三是敢把厚脸
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今日读来，依然字字千钧，发人深省。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公与私是一道
“分水岭”、一块“试金石”。拒私谒才能守住公心，守住公私界
限，也就守住了清正廉洁，守住了为民之心。党员干部无论身居
何位、身在何处，都应保持心底无私、勿食贪饵的定力，不为私欲
所动，不因私情所困，不受私利所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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