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实致富基础

做强特色产业

产业致富一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莫里青乡把黑土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作为一项
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截至目前，全乡农作物
总播种面积达5066公顷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4.8 万吨水平，严格按照田成块、路成网、旱能
灌、涝能排建设高标准农田，加快推进老虎沟
村、施家村、刘家村建设高标准农田1450公顷，
夯实了粮食产业根基。

坚持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引导农户走特色种植、特色养殖和
绿色农业发展之路，积极推广“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营的方式调整产业结
构，延长特色产业的产业链，大力发展黑木

耳、甜玉米、葡萄、菌菇等市场需求量大且经
济附加值高的作物，带动农民增收。其中甜
玉米种植面积 167.5 公顷，建成温室大棚 5
座，标准大棚 22 个。莫里青乡还在叶马线
两旁发展“路边经济”购买种植万寿菊花苗
5 万颗，在种植、养护和采摘的过程中，还增
加了务工人员收入。莫里青乡搭上现代畜
牧业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建成规模牧业小区
2 个，养殖大户发展到 21 户，禽畜存栏量达
到 5 万头（只）。截至 2022 年末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1.2 万余元，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满足感。使村民笑容多起来，干劲提
起来、生活富起来。

奏响新时代乡村振兴新乐章
——伊通莫里青乡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记事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通讯员 吴亮

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伊通满族自治县莫里青乡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视察四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新担当、
新突破、新作为”的职责使命，以昂扬斗志、务实作风，在加快推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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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宜居乡村

升级基础设施

过 去 ，莫 里 青 乡 商 户 门 头 牌 匾 各 式
各样，大小不一。如今，街道商户统一门
头 牌 匾 高 度 、底 色 、字 样 ，并 且 全 部 由 政
府 买 单, 改 造 后 的 门 头 牌 匾 使 各 门 店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 2022 年 ，莫 里 青 乡 顺 利 完
成 街 道 100 余 户 商 铺 的 门 头 牌 匾 更 换 工
作，如今的莫里青乡道路宽阔整洁，全乡
已基本形成乡、村互通的交通网络，通行
能力不断增强，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加快
完成“一事一议”村内道路建设和改建工
程 ，2022 年 全 年 完 成 村 村 通 15.36 公 里 ，
完成街道主路改造 1.34 公里。

实 现 村 级 公 路 硬 化 率 100% ，屯 级 公
路 硬 化 率 达 到 50% 以 上 ，彻 底 扭 转 街 道

两 侧 商 户 村 民 出 门“ 晴 天 一 身 灰 ，雨 天
两 脚 泥 ”的 尴 尬 局 面 。 让 村 民 走 上 致 富
路 、文 明 路 、幸 福 路 。“ 雪 亮 ”工 程 按 计 划
顺 利 推 进 ，全 乡 270 个 路 灯 已 安 装 完 毕 ，
大 大 提 升 了 莫 里 青 乡 形 象 和 品 位 。 民
众 期 待 和 关 注 的 街 道 污 水 处 理 工 程 的
前 期 管 网 铺 设 也 已 实 施 完 毕 。 莫 里 青
乡 让 居 者 有 其 屋 ，与 住 建 部 门 配 合 完 成
改 造 农 村 危 房 4 户 。 4G 移 动 网 络 和 有
线 电 视 覆 盖 全 乡 的 每 个 角 落 ，让 村 民 足
不 出 户 就 能 享 受 数 字 化 和 信 息 化 带 来
的 红 利 。 莫 里 青 乡 通 过 强 化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一 幅 崭 新 的 宜 居 乡 镇 新 画 卷 徐 徐
展 现 在 世 人 眼 前 。

擦亮绿色生态底色

加强乡村环境整治

用天蓝、地绿、水清形容如今的莫里青
乡再合适不过。老虎沟村丁家屯广场，宽
敞整洁、林荫鸟鸣，是百姓休闲 娱 乐 的 最
佳 场 所 之 一 。 莫 里 青 乡 坚 持 把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作 为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第
一 场 硬 仗 。 乡 党 委 成 员 认 真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 莫
里 青 乡 在 春 耕 时 期 开 展 农 业 废 弃 物 的 收
集 行 动 ，强 化 了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 全 乡

畜 禽 规 模 养 殖 场 ( 户 ) 粪 污 处 理 22 个 ，设
施 配 套 率 达 到 100% 。 全 乡 各 村 出 动 钩
机 、铲 车 300 多 台 次 、使 用 人 工 3000 多 人
次 ，全 年 共 清 理 垃 圾 2500 余 吨 , 柴 草 垛
70 余 个 粪 污 1400 吨 , 完 成 村 屯 绿 化 美 化
4 个 。 创 建“ 美 丽 庭 院·干 净 人 家 ”80 余
户 ，居 民 生 活 环 境 干 净 整 洁 ，治 理 成 效
得 到 了 市 县 领 导 和 群 众 百 姓 的 共 同 认
可 ，擦 亮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底 色 。

莫里青乡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
引 领, 着 力 打 造 莫 里 青 乡 文 化“ 软 实 力 ”，
全乡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全部建成,实现
文化广场全覆盖，农家书屋村村有，组建
各 类 志 愿 服 务 队 伍 7 支, 乡 村 公 共 文 化 服
务体系进一步健全，75%以上行政村制定
了 村 规 民 约 。 2022 年 志 愿 服 务 团 队 开 展
理 论 宣 讲 近 60 余 场 次 ，受 众 1000 余 人
次。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广泛开展“伊通好
人”、星级文明户、“乡贤”评选活动，通过

榜样引领带动文明风尚 。 将 志 愿 服 务 与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相 结 合 ，从“ 同 心 工 程 ”入
手 ，大 力 推 进 移 风 易 俗 ，引 导 农 民 树 立
文 明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通 过 举 办“ 农 民
丰 收 节 ”参 加 县“ 广 场 舞 大 赛 ”等 活 动 丰
富 农 民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深 受 农 民 群 众 欢
迎 。 莫 里 青 乡 还 将“ 传 文 化 ”与“ 种 文
化 ”有 机 结 合 ，每 年 邀 请 优 秀 文 化 工 作
者 到 各 行 政 村 开 展 文 化 扶 贫 ，培 训 文 化
骨 干 、农 村文化能人累计培训 10 余人。

打造文化振兴新高地

铸魂乡风文明

开展精准帮扶

聚焦短板

莫里 青 乡 瞄 准 脱 贫 人 口 开 展 精 准 帮
扶。全乡 179 户 308 名建档立卡脱贫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由原来的
5500 元提升到 1 万元以上。围绕脱贫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莫里青乡基
本 解 决 了 全 乡 近 万 名 农 村 居 民 安 全 饮 水
问题，让村民喝上放心水。全乡义务教育
阶段贫困学生全部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和校服、饮水、午餐、校车免费政策。中专
及 以 上 学 历 职 业 类 院 校 贫 困 难 学 生 全 部
享受“雨露计划”补助政策，每人每学期发

放 补 助 1500 元 。 脱 贫 人 口 全 部 纳 入 医 保
救助范围，在定点医院住院治疗享受免押
金和“一站式结算”服务，慢病患者享受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2022 年累计发放小额信
贷 23 笔 45.3 万元助力贫困人口增收致富，
兴宏村每年收购脱贫户农产品 2 万元以上
帮助贫困户增收。

今日之莫里青乡，山清水秀、阡陌交通、黑
土飘香。莫里青乡正以饱满的信心，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大路上，步履铿锵，奏响乡村振
兴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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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铁东区石岭镇塔子沟村两委走访慰问老党员、失独老人、残疾人和困难家庭，将市委宣传部准备的新年挂历
和新衣送给他们，并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摄

东辽河岸边的璀璨明珠
——梨树县刘家馆子镇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全媒体记者 高鸿

2022年以来，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在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严格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会
议精神，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积极推进全镇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人
居环境大大改善，人民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指数持续提升，尤其是“地趴粮”整治、人居环境整治、产业项目、
秸秆变肉等重点工作走在了全县乡镇的前列。

环境整治提档升级 绿色生态乡村宜居

刘家馆子镇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关
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级工作的指示
精神，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环境整治提
档升级，全面提升村屯“颜值”，聚焦重点区
域，明确责任分工，镇各站办所、各村干部
及深入街道、村屯，做到清理一处，干净一
处，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地落细落实，
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环境，建设推进美丽幸
福乡村取得显著成效。

兴修水利，畅通沟渠。该镇地处梨树
县西北部，境内主要有东辽河、兴开河、
130 截沟 3 条河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不
断对河流的险工险段险堤进行加高加宽
加厚根治，堤坡堤脚植柳种槐，有效防治
了 洪 水 泛 滥 ，近 20 年 没 有 水 灾 。 由 于
2022 年降雨量远超往年，造成部分地块排
水不畅、积水严重。对此，该镇迅速摸清

全镇涝情，会同县农业、水利部门对镇域
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进行疏通清
理、抢排积水，共出动排涝人员 2000 余人
次，调动大小钩机 72 台、铲车 100 余台，抽
水泵 1000 余台，铺设排水涵管 2348 根，共
疏通恢复旧沟渠和新挖排水沟渠 583.9 公
里，最大限度减少了内涝对农田造成的损
失。自 2022 年 10 月至今，为做好秋冬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该镇利用东北地区推进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黄金时期，围绕“兴
水、强农、惠民”总目标，按照县委、县政府
的设计规划，组织人力物力，对镇域全部
沟渠的堵点和盲点进行了再次全面清理
疏通。截至目前，已修缮、新挖沟渠 165
条，总长度 28.18 万米，全面提升了全镇农
业整体抗灾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
业增效、粮食增收。

植树造林，美化环境。2022年，该镇在
公路两侧栽种红枫 1500 棵、红王子锦带
7000 余棵、金娃娃 2000 余棵、串红 5000 余
棵。在东辽河堤防栽种扫帚梅 3600 延长
米，在兴开河堤防，栽种扫帚梅 6600 延长
米，在镇内街区栽种金丝水柳400棵、柳树
11000棵、云中杨24000棵，全线种植三叶草
6000余平方米，新增插板围墙2030块，新增
亮化路灯 104 盏，人工绘制农民画 1000 余
平方米，电脑喷绘330平方米。新建广场5
处，改造广场 1 处，广场新增景观灯 24 盏、
宣传栏21个、八角凉亭1处、长廊1处。

全力打造南精品环线交通。该环线贯
穿苇田村、西卡蒌村、东卡蒌村三个村九个
自然屯，全长26公里。全线共挖通双侧路
边沟 32 公里、村边沟双侧 20 公里、双侧田
边沟12公里。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惠及百姓乐业安居

2022 年，刘家馆子镇农村经济高质
量快速发展，种养殖产业项目亮点纷呈，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种植业结构不断优化，机械化规模
化全面推进。该镇以“稳粮食、调结构、
促增长”为重点，引导农户选择优良品
种，采取抢墒播种、节水灌溉、免耕播种、
防螟防鼠等技术，粮食产量稳中求进。
2022 年，全镇种植玉米面积达 22.5 万亩，
涉及农户 3132 户。其中，旭丰农机农民
合作社种植玉米面积 270 公顷、黄豆面积
200 公顷，年收入达 170 万元；兄弟农机合
作社种植玉米面积 30 公顷，年收入达 30
万 元 。 全 镇 推 广“ 梨 树 模 式 ”面 积 达
12301 公顷，其中秸秆大量覆盖 1710.69 公
顷、秸秆部分覆盖 7353.51 公顷、秸秆少
量覆盖 3237.17 公顷。全年新增大型拖拉
机 53 台、机具 34 台。

肉牛养殖规模彰显，“牛”经济发展

迅猛。畜牧业养殖逐年增加，肉牛养殖
事 态 向 好 。 截 至 目 前 ，该 镇 生 猪 存 栏
53000 头、牛存栏 24007 头、羊存栏 27000
只、鸡存栏 73 万只、鸭存栏 6000 只、鹅存
栏 25000 只。自“秸秆变肉”工程开展以
来，该镇党委、政府组织农业、金融等相
关单位结合各自业务和政策优势，大力
推进肉牛养殖业，充分发挥肉牛养殖大
户的示范引领作用。由于牛市一直看
好，农民们认准“母牛见母牛，三年五个
头”的理儿。截至目前，全镇肉牛养殖达
2133 户，存栏 24007 头，繁殖母牛 16151
头。旭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于今年起
发展养牛业，繁殖母牛存栏数达 51 头，累
计出栏 25 头。东五家村书记张立军，充
分发挥“养牛经纪人”和“群众致富领路
人”的优势，热情帮助群众购买优质肉
牛、免费提供销售渠道，2022 年帮助村民
买牛 145 头、卖牛 57 头，让农户不仅买到

了好牛，也卖上了好价钱。
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不断提振发展

信心。2022 年，全镇参与小额信贷托管
养牛脱贫户 63 户，贷款 315 万元，按照贷
款额度的 5%给予脱贫户分红，每户增收
1000 元左右；参与庭院经济 167 户，户均
增收 600 余元；全镇享受雨露计划学生
39 人；全镇产业扶贫项目 5 个，分别为东
五家村年存栏 210 只种羊养殖扶贫项目、
刘家馆子镇秸秆打包及装载服务扶贫项
目、刘家馆子镇年产 105 吨和年产 116 吨
香菇种植扶贫项目、刘家馆子镇 100 吨香
菇种植扩建扶贫项目，2021 年收益总资
金 25.67 万元。

刘家馆子镇全体党员干部在党委书
记于海波的带领下，将以更加饱满的工
作激情和担当精神，全力以赴推进全镇
各项工作，为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踔厉
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