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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政孚）今年以来，
镇赉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市、县关于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扎实做好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成立了镇赉县社保局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信用体系建设纳
入部门日常工作，并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明确科室职能，健全工作机制，强
化政策落实，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扎实推进。

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弘扬诚信

文化。紧紧围绕重点工作任务，全面贯
彻落实各项信用制度，进一步提升服务
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着力营造守信光
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尚。

开展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利用LED
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宣传诚信教育标语，
同时开展诚信教育专题学习，大力倡导
诚信守信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强化诚信
观念，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本报讯（记者张芙）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
十一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及2021年全国特
色产业十亿元镇亿元村名单，其中，洮南市万宝镇西
太平村入选全国特色产业亿元村。

据了解，近年来，西太平村以敖牛山小米专业合
作社为支柱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迅猛，合作社占地面
积15万平方米，注册资金500万元，总资产值达到
2000万元。

敖牛山小米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合作社
以小作坊形式起步，历经13年不断发展，现有成熟
品牌“敖牛山”牌小米7个系列。合作社主要从事以
小米为主的全产业链经营的农业生产、农业种植、食
品加工等。

为了让种植小米的农户收到良好的效益，合作社
创立了规模宏大的种植基地，采取与农户签订“‘保
底价’回收”合同的方式促进种植规模，掀起了本地
区种植小米的热潮，并辐射带动周边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省、辽宁省等省（区）的21个市县10万多农
户增收致富。同时带动当地以小米为主的加工、农业
农机产业发展，以及就业问题。

合作社先后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良好农
业规范认证、有机产品认证、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认证等。

合作社以农业产业发展为起点，在上级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抓住新型农业发展机遇，以科技提升助力
产业提质升级为路径，运用新技术种植方法，产品质
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同时，聘请吉林农业科技大学的
教授为技术指导，因地制宜改良膜下滴灌技术，使灌
溉更科学；根据土地情况制定了合理施肥方法，有效
减少了成本投入。农民和合作社效益显著增加，为科
技兴农探索出新出路。

合作社理事长于东场是万宝镇西太平村村民，多

年来，他结合本地实际在引进谷子品种和帮助农民开
拓市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极大地调动了小米种植
户的积极性。他在合作社大力推行现代化科学种植，
采用Global GAP种植标准，实现了机械播种、穴盘育
苗、测土施肥、膜下滴灌、机械插秧与机械采收等全程
机械化的耕作模式。首次引进生化绿色概念，实施有机
小米量化技术，帮助农户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合作社在于东场的带领下成立了洮南市小米协
会，规范了小米行业的秩序范围，强化科技，为小米
产业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敖牛山小米专业合作社先后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全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敖牛山”牌小米获得吉
林省著名商标和白城市名牌产品。于东场本人获得中
国时代风采人物。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敖
牛山小米专业合作社将实现经济效益和产业规模的
双丰收。

乡村振兴有路径 小米种出“亿元村”

镇赉县社保局

扎实做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本报讯（农局宣）为进一步加大“吉
农码”推广应用力度，做好“吉农码”
注册、用户信息审核和试应用工作，确
保各类主体能够正常注册和应用“吉农
码”，日前，白城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域
农业农村系统和乡镇（街道）分管领导
及具体工作人员开展了“吉农码”推广
应用培训。

培训中，专家为“吉农码”推广应

用培训做点题引导。“吉农云”建设运
营商——农信股份主要围绕“吉农云”

“吉农码”的作用、人员注册及审核流
程、管理员审核账号发放等内容开展培
训。

培训结束后，建立了白城市“吉农
码”推广应用交流群，由“吉农云”建设
运行商负责维护跟踪并指导“吉农码”注
册推广应用工作。

在玩中学习，在学中成长，是幼儿园小朋
友接收知识的方式。为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环保
意识、增强环保观念，日前，通榆县实验幼儿
园组织孩子们开展了一场“环保时装”秀活动。

活动现场，大四班的孩子们化身模特，身
穿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的“环保服装”，装扮成
葫芦娃、农夫、超人、公主、大树爷爷等形
象，走起了T台秀。这些“环保时装”均由废塑
料袋、废旧纸壳等材料制作而成。

珍惜自然生态，守护地球家园。活动中，

一些随处可见的废旧物品，在家长和孩子们的
巧手中，变成了华丽的“时装”，既让孩子们感
受到亲子制作的成就感和喜悦，也引导他们从
小事做起，养成勤俭节约习惯，呵护环境、共
同守护绿色家园，进而形成绿色环保低碳的生
活理念。

图①小帅哥团队
图②帅帅的造型
图③小美女组合
图④酷酷的走秀

“小小模特”走T台 环保理念记心间
●张晓娇 王志鹏/文 本报记者 李晓明/摄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

“吉农码”推广应用培训

李明伟会见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姜青松

本报讯（记者张赫 实习生郭梓钦）
11月23日，市委书记李明伟会见华电吉
林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姜
青松一行。

李明伟指出，近年来，白城瞄准新
能源产业发展方向，大力培育新业态新
模式，着力构建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
产业发展新格局。希望华电吉林能源有
限公司聚焦清洁能源等优势领域，找到

双方合作的突破点，优化项目布局，深
耕白城市场，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姜青松表示，将紧扣白城产业发展
优势，谋划布局好项目，加大与白城的
深度合作，共同推动白城振兴发展。

副市长李子罡会见时在座。
在白期间，姜青松还到我市新能源

与氢能展馆、白城绿电产业示范园区进
行考察。

民生话题
▲ ▲ ▲

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

料五大类。
废纸：主要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各种包装

纸等。但是，要注意纸巾和厕纸由于水溶性太强不
可回收。

塑料：各种塑料袋、塑料泡沫、塑料包装（快递
包装纸是其他垃圾）、一次性塑料餐盒餐具、硬塑
料、塑料牙刷、塑料杯子、矿泉水瓶等。

玻璃：主要包括各种玻璃瓶、碎玻璃片、暖瓶等。
金属物：主要包括易拉罐、罐头盒等。
布料：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桌布、洗脸巾、书

包、鞋等。
这些垃圾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

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

斤，节省木材 300 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
74%；每回收1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0.7吨二级原
料；每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比用矿石冶
炼节约成本47%，减少空气污染75%，减少97%的
水污染和固体废物。

其他垃圾
其他垃圾（上海称干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

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
以回收的废弃物及尘土、食品袋（盒）。采取卫生
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
污染。

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玉米核、坚
果壳、果核、鸡骨等则是厨余垃圾。

卫生纸：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
纸张，属于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烟盒等。

厨余垃圾
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

等食品类废物。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

产0.6至0.7吨有机肥料。
厨余垃圾装袋：常用的塑料袋，即使是可以降解

的也远比厨余垃圾更难腐蚀。此外，塑料袋本身是可
回收垃圾。正确做法应该是将厨余垃圾倒入垃圾桶，
塑料袋另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果壳：在垃圾分类中，果壳瓜皮的标识就是花生
壳，的确属于厨余垃圾。家里用剩的废弃食用油，也
归类在厨余垃圾。

尘土：在垃圾分类中，尘土属于其他垃圾，但残
枝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包括家里开败的鲜花等。

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

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
物。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
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及其容器、过期化妆品等。
这些垃圾一般使用单独回收或填埋处理。

回收1000公斤的纸，可以挽救17棵20年树龄
的大树。

回收一个易拉罐，可以节省3小时的电视电力，
一节1号电池烂在泥土里，会使1平方米的土壤永远
失去利用价值。

我们生活中产生的大量垃圾，正在严重侵蚀我们
的生存环境，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避免“垃圾围城”的有效途径。

垃圾分类，我们都是行动者！

推进垃圾分类
诚信建设万里行诚信建设万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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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粮食安
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
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
径。”保障粮食安全，促进节粮减损，
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中办、国办不久
前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要求，
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取得
实效，为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
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从实
打实收情况看，虽然各粮食主产区粮食
产量有增有减，但算总账今年全国秋粮
增产已成定局，粮食总产量将连续7年
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我国粮食产量
丰、库存足，保供稳价的基础十分牢
固。饭碗端得更牢，农业根基更稳，我
们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更有底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粮食生产
连年丰收，但对粮食安全还是应当始终
保持危机意识。一方面，高位再增产并
不易。当前，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播种增面积、
粮食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
面，粮食损耗浪费严重。数据显示，我
国粮食在产后环节，尤其是在储藏、运
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约700亿斤
上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
消费国，我国节粮减损的空间还很大。
因此，在季季接续、茬茬压紧、环环紧
扣推进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坚持开源
与节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行。

促进节粮减损，应强化科技“硬支
撑”。粮食仓储难题一直是节粮减损的
一大制约。在广大粮食科技工作者多年

努力下，以机械通风、谷物冷却、环流
熏蒸、粮情测控为主的新技术，较好解
决了这一难题，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粮
食储备仓房。实践证明，通过科技创
新节粮减损，有力有效。因此，《粮食
节约行动方案》 将“大力推进节粮减
损科技创新”单独列为一节，就推进
储运减损关键技术提质升级、提升粮食
加工技术与装备研发水平等方面，进行
了更加具体、更加细化的部署，以科技
创新为节粮减损以及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助力。

科技赋能节粮减损，应注重全链条
布局。粮食从田间到餐桌，要经历生
产、流通、加工、消费等多个环节。促
进节粮减损要向科技要效益，也要

“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发力。在此
过程中，要注重推动农户科学储粮。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粮食生
产流通的起点。数据显示，正确使用
科学储粮装具的农户，粮食损失率一般
可减少至2%以下。因此，相关部门有
必要进一步为农民提供有效的产后服务
和科学储粮技术指导，推动农村节粮减
损取得实效。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是永
不过时的美德。促进节粮减损在强化科
技“硬支撑”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发
挥节约理念的作用。每个人从我做起、
从点滴做起，让“克勤克俭”“戒奢以
俭”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让“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良好习惯蔚然成风，
以实际行动助力节粮减损，就能更好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

（据《人民日报》）

科技创新赋能节粮减损
●朱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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