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田月）3月以来，镇赉县沿江镇有
序推进备春耕生产各项工作，为今年全镇农业高
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他们开展备春耕生产情况专项调研，及时掌
握生产动态，并为农民群众提供农技培训等多项

措施，确保备春耕生产有序进行。在资金方面做
到早安排、早落实，今年全镇春耕所需资金5300
万元，其中农民自筹3000万元，银行贷款2300
万元，目前资金全部到位。在农技培训方面做到
早部署、早到位，镇政府积极协调县农业部门抽

派农技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并协调
农机部门技术骨干加强农机具购置和农业机械作
业服务。在气象服务方面，及时在微信群中转发
县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加强气象监测，做好气
象预报，为备春耕生产顺利推进提供气象依据。

该镇今年农业生产需化肥3932吨，种子275
吨，目前基本全部入户；有大、中、小农业机械1300
台，抗旱井379眼，目前已检修完毕；水稻正在育
苗，预计5月12日至25日完成插秧；水田供水主要
靠月亮泡灌区，预计在4月25日供水；全镇有排水
泵站10处，目前已检修完毕；旱田种植玉米2000
公顷左右，有免耕机18台，预计在4月末完成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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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镇融宣）年初以来，镇赉县各产业
项目换挡提速，全力以赴赶工期、赶进度、促生
产，抢抓首季开门红，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积蓄新
活力、新动能。

总投资20亿元的新型绿色智能化年产15万
吨柠檬酸项目自投产以来，整体运行良好，目前
产能已达到80%，完成销售3000余吨。走进吉林
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品包装车间，机器的轰
鸣声与工人忙碌的身影交相呼应。公司负责人告
诉笔者，项目投产运行以来，产能基本达到平均

每天400吨，所生产的成品主要用于食品以及饮
料行业，出口率达到60%左右。

目前，项目一期工程生产线已经全部完工，
剩余硬化部分预计今年5月全部完成，项目完成
达产达标后，每年预计消耗玉米26万吨，产值达
到15亿元。

据了解，项目启动初期，对工艺以及设备生
产进行了优化以及选型。在仓储系统以及车间全
部实现了智能化、数字化，在绿色制造方面，用
水量以及排污量可达到低值。同时依托该县丰富

的玉米资源，在生产玉米柠檬酸的同时，结合盐
碱地这一特点，使生产柠檬酸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和废液得到有效转化，实现变废为宝。

为抢抓项目建设“开门红”，该县早部署早谋
划，创新服务模式，切实解决好项目落地过程中遇
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同时紧盯春季招商引资“黄
金档”，认真梳理摸排已落户的重点投资企业和正
在洽谈的重点招商项目，及时开展走访活动，进一
步加强交流、增进感情，推进洽谈项目早日签约，全
力推动已签约项目早日落地开工、建成投产。

本报讯（王凯）前不久，省农
科院的专家们一行深入到镇赉县建
平乡平堡村，为当地的甜瓜嫁接育
苗工作提供了现场指导，确保今年
农业生产顺利进行，为乡村振兴发
展贡献坚实的科技力量。

走进瓜农翟喜林家的育苗棚，一
片春意盎然的景象映入眼帘。绿油油
的瓜苗整齐排列，株株长势喜人。工
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甜瓜苗的嫁接
工作，他们的手法熟练而精准，一株
株嫁接好的甜瓜苗在他们的手中焕
发出新的生机。

“我家的瓜不打药、干净，瓜熟
的时候供不应求。”今年，翟喜林在
原有的31个大棚基础上新增了13
个种植大棚，甜瓜育苗数量达到13
万余株。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
他对今年的甜瓜种植充满了信心。

建平乡综合服务中心的高级农
艺师常忠海表示，今年平堡村引进了
红宝石哈密瓜苗作为砧木嫁接甜瓜
苗，这一技术不仅能增加甜瓜的口感
和甜度，还能解决重茬问题，提高抗
病能力，保证甜瓜的产量和质量。

“采取覆膜临时加温等措施，确
保瓜苗有足够的温度和湿度，让瓜苗迅速愈合、成
长。”省农科院研究员陈庆东现场指导了甜瓜嫁接工
作，他强调了天气对嫁接工作的影响，并提出了针对
性的解决方案。

作为包保帮扶单位，省农科院以技术指导为主
要帮扶措施，帮助平堡村解决甜瓜种植中的技术难
题。驻平堡村第一书记牛铭晨表示，他们将继续为乡
村振兴发展贡献科技力量，助力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甜瓜苗嫁接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平堡村的甜瓜
种植带来了甜蜜的希望。在专家们的指导下，甜瓜
种植户们信心满满地开启了新一年的致富征程。

本报讯（王子玉 王影）前不久，镇赉县嘎
什根乡司法所联合黑龙江省泰来县宁姜乡司法
所、镇赉县嘎什根乡派出所和镇赉县坦途镇人民
法庭干警深入到嘎什根乡中学，开展了主题为

“以法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宣讲教育活动，进
一步增强辖区中、小学生的法律学习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营造文明、平安、友爱的校园环境。

活动中，干警们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电
信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案例，就如何增强
防范意识、提高辨别是非能力、自我控制和自我
保护能力，增强法治意识，做“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的好学生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宣传，为预防

校园暴力和未成年人犯罪，创建安全、文明、和谐
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现场发放了
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彩页，提醒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时刻保持警惕，遇到任何疑问及时拨打报警电
话寻求帮助。活动发放各类普法材料500余份，
宣传彩页300张，宣传手册200册。

镇赉县嘎什根司法所作为牵头单位，联合
多部门跨区持续加强与学校合作，不定期举办
法治主题宣讲活动，聚焦重点、创新普法，持
续提高在校学生安全意识和反诈意识，助力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为校园安全撑起“法校联
动、根基稳固”的“平安伞”。

社区网格化管理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网格员则是社区网格化管理组
织中每一项任务的具体承担者，他们身在基层、
默默无闻，却肩负着民生重任。镇赉县鹤城街道
庆生社区网格员胡念涛，自去年5月入职负责社
区综合治理与食品安全工作以来，牢牢扛起维护
社区和谐稳定、保障居民生活安全的重要职责，
他在琐碎而繁重的工作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为居民们筑起了一道道安全的屏障。

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是居民幸福生活的基
石。成为网格员后，胡念涛始终秉持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工

作中。他注重与居民沟通交流，能及时了解社
区内的各类问题，面对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
他总是耐心倾听、细致分析，并找到合理的解
决方案。

除综合治理工作外，维护辖区食品安全也
是胡念涛身上一份重要的职责。日常工作中，
胡念涛定期会对辖区内的食品经营场所进行检
查，查看食品保质期与贮存环境，并积极与商
家交流，确保其食品的来源合法、质量可靠。
在他的认真负责下，辖区内各食品经营者的诚
信意识和自检意识不断增强，居民们健康生活
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本报讯（王玉民 田荣）近日，镇赉县公安局
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依托“警地融合”机制，主动
与辖区驾校沟通，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宣传民警、辅警分别深入到县志
成、众鑫、腾达等4个驾校，集中对驾校新学员
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并在学习场所显著位置

张贴“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栏”，让每一位新学员在
学习驾驶知识和驾驶技术的过程中，及时学习掌
握交通安全法律知识、交通安全常识。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实现“学技术+学知识”
的有机结合、无缝衔接，让驾校新学员进一步了
解交通安全法律知识、交通安全常识，树立法治
思想、安全意识，养成安全习惯，自觉主动参与
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科
技
赋
能
助
力
﹃
甜
蜜
事
业
﹄

小 网 格 凝 聚 大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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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镇赉甜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特色产业增收的主要渠道之一。

2023年全县甜瓜种植面积达到1500公顷，其中建平乡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露
地甜瓜生产基地。前不久，建平乡甜瓜产业协会申报的“镇赉甜瓜”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通过国家工商总局认证，并进入省名优特农产品名录，获得“国家级
无公害农产品”标识，“镇赉甜瓜”已经成为镇赉的“金名片”。图为瓜农们正
在为甜瓜瓜苗嫁接。 王凯摄

近日，镇赉县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2024年春季准新兵网络安全知识培训
进军营活动。让准新兵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面临的风险挑战，助推常
态化学习网络常识，洞悉网络风险。引导大家自觉守法守纪，约束网上言行，
真正做到科学识网、正确用网、依规上网，切实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图为县委
网信办负责人在县人武部讲解网络安全知识。 王凯摄

3月以来，镇赉县各地备春耕工作有序展开，建平乡康平村希有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大型机械加紧推进有机肥进田间工作，为今年有机黏玉米种植创
造条件。图为机械在田间地头整理农家肥。 田宏摄

开展宣传教育 提升安全意识

镇赉县沿江镇
有序推进备春耕生产各项工作

书屋“小阵地”搭起文明实践“大舞台”
●张席贵 王 凯

春风回暖，阳光正好。在镇赉县赉北街道团结社区，踏着
明媚的春光去社区书屋参加各种活动是居民们最爱做的事。

“你别看我们的社区书屋才90平方米，但里边活动可多
了，有阅读活动、学习活动、制作手工作品活动以及困难帮扶
活动等，这小书屋可是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大舞台。”在书
屋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何女士说。

““开启开启++延续延续”” 照亮孩子阅读学习之路

“我们这个社区书屋建立8年了，从建立之初，书屋就承
载着各种不同的任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党组
织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王洪波介绍说，最初这里是社区志愿者
服务站，有几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阳光辅导队，为辖区的孩
子们辅导假期作业。

“只是辅导作业，我们感觉有点枯燥。所以为了调动孩
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增加阳光辅导队的辅导内容，我们在
此基础上成立了社区书屋。”王洪波说，当时，社区募捐到
1000多本书。

已经在社区工作20多年的王洪波，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当年大学生的名字——姜一宁。“2016年我上大二，作为社
区的居民，因为要见习，就主动联系社区帮扶、辅导辖区孩子
学习，大学里的每个寒暑假，我几乎都是在社区做这项工
作。”姜一宁说，虽说当时只有五六个孩子，但能够给他们辅
导作业、开展一些阅读活动，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而让姜一宁等几位大学生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开始，

社区在外地读书的一届又一届大学生，始终利用假期帮扶辖
区的中小学生开展阅读和辅导学习活动。

同时，社区书屋在孩子阅读的基础上，又广泛动员孩子
的家长和群众，定期开展读书沙龙活动，畅谈感想。社区还以
书屋为依托，办起了家长教育课堂，特别聘请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王璐老师就孩子教育问题对有需要的家长进行定期
讲座，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

社区书屋自2016年建立以来，先后有70多名大学生在
这里见习实践，先后向辖区内的46名孩子传递了温暖和关
爱，让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版权版权++培训培训”” 书屋的路越走越宽

在社区书屋的展柜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蛋雕、叶脉画、
剪纸等作品。据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副主任高春明介
绍，这些都是社区居民制作的有版权的文创作品。团结社区
在2023年被吉林省版权局评为吉林省版权保护示范单位。

如何让社区书屋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团结社区一直在考
虑的事。“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我们最终决定依托社区
书屋的空间，协调辖区内非公企业、个体工商户、养殖户等各
领域30余名优秀创业人才组建了阳光帮扶队，为辖区下岗
失业人员提供免费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内容。”王洪波说。

志愿者王君是县第三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她自创了
王氏杨树叶脉画、王氏蛋雕，有着多年的制作民俗手工艺
的技能和经验。为使就业困难人员有一技之长，社区邀请
她对有意愿学习手艺的居民进行蛋雕、叶脉画、剪纸技艺
的指导和培训。同时这也对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支持民
间艺术传承、促进自主就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氏
杨树叶脉画、王氏蛋雕被白城市人民政府评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这些作品已经开始向吉林省版权局申请版
权登记。

“目前有40多名学员在社区书屋和王君一起学习，他们
也把作品制作成了版权的产品，准备成规模时再通过电商在
网上进行销售。”王洪波说。

““书屋书屋++帮扶帮扶”” 留言板承载关爱和温暖

在社区书屋内，一块小小的留言板，承载着社区党员干
部、爱心人士的温暖，也成为困难群众的“暖心小阵地”。同
时，社区书屋内还有一个爱心中转站，居民捐赠的部分闲置
物品会有序地摆放在这里的专用架子上，当群众需要物品时
社区会随时进行转赠。

“因为社区书屋有空间，我们就把居民捐赠的小家电、衣
服等进行包装、清洗，然后摆放到这里，社区群众有什么需
求，网格长会在留言板上及时留言。”王洪波说，来社区办事
和社区书屋阅读的居民看到留言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闲置物
品，他们就会通过社区及时送到有需要的居民手中。

“这几年我们居民捐的电饭锅就有20多个，全部被认领
走了，不过认领最多的还是衣物。”王洪波介绍，随着时代的
发展，社区在书屋开办了积分超市，居民捐赠一样物品，帮助
一名群众，就会给捐赠人一定的积分，可以来积分超市兑换
商品。“虽然积分兑商品的钱不多，但是用这种方式，可以带
动更多的人参加到公益活动中来。”王洪波说。

“团结社区以书屋为‘阵地’，常年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
动，请专业老师教授非遗产品制作，多种形式开展爱心帮扶工
作，这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深入探索。”镇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闫贵波表示，他们会把团结社区开办书屋的经验总结好、
宣传好，影响和带动更多社区书屋、农家书屋向他们学习，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征程上，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