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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当日一大早，喇嘛甸镇党委书记高
艳梅组织镇机关各部门、各村干部、农
民志愿者在政府大院集合，市政协组织
市区政协委员从四平出发，梨树县政协
委员也纷纷赶来，市、县政协一起助
阵。在秋日暖阳的照耀下，采摘菊花团
队来到镇区村屯路旁、走进脱贫户家庭
院，在赏心悦目中采摘一簇簇“幸福
花”，以公益的集体力量助力着这一为
低收入家庭创收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
造福工程。

“太茂盛了，咱得挑大朵的采，小的
还没成熟，等长大了再采，还能采五六
茬呢。”技术人员一边采摘，一边在现场
指导。“以前只管赏花观景，不知道会有
经济效益，这才距第一次采摘短短10多
天，鲜花就又开满园了。”在采摘过程
中，大家在总结经验中也摸索出了门
道：菊花开的大小，与种植间隔疏密有
很大关系，种植稀疏，通风良好，获得阳

光充分，花朵开的就大。一筐筐装上
车，一车车运至收购现场。看着满眼金
灿灿的万寿菊，大家兴奋不已，忙得不
亦乐乎。

在喇嘛甸镇政府大院的收购现场，
吉林省辽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
工作人员开来大型集装箱货车，用电子
秤现场称重，并当场将回收款付给种植
户。偌大的院子，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各种三轮车、小解放货车满载着菊花，有
序排队等候上秤销售。据统计，当日共
采摘菊花 66918 斤，直接经济效益达
53534元。

脱贫户郭永环说：“我从清早四五
点钟开始采摘，到八九点钟采摘完，就
运过来卖了，种花本来是件不起眼儿的
事，可收入却挺可观的，这不就跟白捡
的钱一样嘛。”在美丽乡村快速发展的
路上，这些脱贫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
来越强。

“采摘的菊花被我们企业全部收购
后，提取叶黄素，喂养蛋鸡，生产出高品
质的鸡蛋，让消费者吃得有营养，吃出健
康来。”吉林省辽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杨立恒说。

高艳梅介绍，今年春天，在市县政
协领导协调下，喇嘛甸镇与吉林省辽牧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万寿菊种
植项目合作协议，不但让镇域环境变得
美丽，待到菊花开花时，企业订单式全
部保价收购。针对脱贫户种植的万寿
菊，收入归脱贫户所有，公路两侧种植

的万寿菊，收入归村集体所有。全镇14
个村在境内公路、街道两侧、村屯田边
地头、脱贫户庭院等地，共种植万寿菊
500 余亩 60 余万株，大大美化了镇域人
居环境。车辆行驶在路上，一路欣赏壮
观的花卉美景，恰似穿越在鲜花的海
洋。

鲜花来致富，美景变“钱”景。赚美
丽环境的钱，富脱贫户的腰包，壮大村集
体经济，万寿菊种植将在梨树县各乡镇
进行推广，打造菊花文化产业，共同助力
梨树繁花似锦、全域飘香。

朵朵万寿菊开出“致富花”
——梨树县喇嘛甸镇菊花产业兴农富民记事

全媒体记者 高鸿

初秋时节，各种时
令水果集中上市，品种
丰富的各种水果深受
市民喜爱。这是铁东
区一家超市，市民在购
买脆李。

全媒体记者
张宪双 摄

体现保险价值 勇担社会责任
四平保险行业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
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零反式脂肪”

“低糖代餐”这些概念倍受食客们的
追捧，从追求“好吃就行”到现在“减
脂健康”，从追求“香甜可口”到“零糖
零卡”，秉承着坚持用好料、零添加、
不隔夜的小懿妹妹烘焙工坊在甜品
行业中脱颖而出。

28岁的蒋东效从小就对甜品感
兴趣，小时候喜欢吃，开店后喜欢研
发新品。在市场调研中，他发现很
多烘焙坊做的产品达不到他对口味
的预期，碰巧他的好朋友在长春和
牡丹江开了几家小懿妹妹烘焙工
坊，他决定要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真
正用好料的面包、西点。“咱家的顾
客回头率高达 90%，只要是吃过都
忘不了，开店时间还不满一年，但是
在美团上的好评率有 98%，在同类
产品排行榜上咱家排名前三，超过
了很多开了七八年的老店。我朋友
的连锁店用的都是安佳动物奶油，
但是我更喜欢蓝风车的，这个牌子
成本也是所有动物奶油中最高的，
主打的就是追求品质和口感。”蒋东
效说。

每天早上，蒋东效到店里开始
制作面包和西点，货架的产品都是
当天现烤现做的，尤其是面包和泡
芙制作程序十分复杂，一个人无法
独立完成，他和店里的四位师傅一
起制作，调酥皮，和面团，每一步都
精确配比，原料多了或是少了都会
影响口感。

为了给顾客更好的体验感，他给
每位顾客都按照店里标价的九折结
算，并且会赠送一款其他产品，不论
顾客购买多少，主要是想要让顾客买
得开心，吃着放心。

记者来到店里，扑面而来的是奶
油的香甜混合着现烤面包的浓浓麦
香。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他每
个月定期回总部学习新品，除此之
外，还会去大牌蛋糕店品尝他们的新
品，觉得不错的产品，他会回到店里
钻研、复刻出来，蒋东效说：“面包追求
口感新鲜，尽量做到大牌有的咱也
有，而且咱家的面包是出炉晾凉后就
打包好，这样能最大程度上还原口
感。”

蒋东效用自己的真情换顾客的
真心，他坚持用好料、零添加、不隔
夜，换来了顾客的好评和回头率，这
就是他创业成功的关键。“未来我想
在铁东区再开一家店，争取让更多的
人喜欢我家的产品。”蒋东效说。

好评如潮的烘焙工坊
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 实习生 于子洋

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数据，7月份，随着工业生
产稳定恢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6.7％，降幅
较6月份收窄1.6个百分点。累
计利润降幅自年初以来逐月收
窄，呈现稳步回升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
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下降 15.5％，降幅较 1 至 6 月份
收窄1.3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利润稳定增长，
助推工业企业效益恢复。1至7
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7％，延续增长态势，增速高于
规上工业 17.2 个百分点。装备
制造业利润占规上工业的比重
升至34.6％，较1至6月份、上年
同期分别提高 0.3、5.9 个百分
点。分行业看，电气机械行业利
润增长33.7％；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 运 输 设 备 行 业 利 润 增 长
30.4％；通用设备、仪器仪表行
业利润分别增长14.5％、12.4％，
均保持较快增长。

原材料行业利润降幅明显
收 窄 ，带 动 规 上 工 业 利 润 改
善。7月份，原材料制造业利润
同比下降 7.7％，降幅较 6 月份
收窄 29.6 个百分点。其中，钢
铁、石油加工行业均由上年同
期全行业净亏损转为盈利；有
色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 倍，
增速明显加快。

不同类型企业利润均有改
善。1 至 7 月份，国有控股企业
利润同比降幅较1至6月份收窄
0.7个百分点；私营、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利润降幅分别收
窄 2.8、0.4 个百分点，企业盈利
持续好转。

“总体看，工业企业利润持
续改善。”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
计师孙晓表示，下一步，要继续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精准有力实施宏观
政策，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持续
提振市场信心，激发经营主体
活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

新华社电 记者 27 日从正
在郑州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粮食
交易大会上了解到，粮食和物资
储备系统将持续帮扶脱贫地区
优质特色农产品对接大市场，推
动脱贫地区粮食产业加快发展、
提质增效。

第五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于 8 月 26 日至 28 日在河南郑
州举行。大会期间，同步举行
第三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
粮油产品展销会，开展中央和
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县农副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免费展示展销
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等
农副产品。截至目前，来自全
国 22 个省份的 388 个脱贫县、
786 家企业和脱贫地区农副产
品网络销售平台“832 平台”参
与展销。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大力
组织各省（区、市）邀请粮食经销
商、大中型商超、大专院校、餐饮

连锁企业等积极参与洽谈、采
购，拟于8月28日上午举行集中
签约仪式，其中安排全国脱贫地
区现场签约项目6组。

据介绍，粮食和物资储备系
统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加快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
粮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阜南样
板”经验做法，目前已复制到全
国323个县，发展优质粮食订单
1000多万亩，带动小农户近190
万户、农民合作社3400多家，有
效实现助农增收。积极推进脱
贫地区优质粮油产品强化产销
对接，持续深入开展消费帮扶，
着力带动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
口增收致富。同时，连续三年通
过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开设

“阜南优质粮食帮扶交易专场”，
帮助定点帮扶的安徽省阜南县
销售优质小麦，通过“832平台”、
参加各类展销会等方式，大力推
广当地优质粮油产品，实现“种
出好品质、产出好产品、卖出好
价钱”。

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将持续帮扶
脱贫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对接大市场

梨树县喇嘛甸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倾力打造“菊花+产业+经济”的菊花产业链融合
体系，种植万寿菊不仅提升了全镇人居环境质量，
还推动了低收入家庭增收致富，继8月9日第一茬
菊花集中采摘后，8月24日，又进行了第二茬菊花
集中采摘，万寿菊花，竞相盛开，在采摘数量和经
济效益上均好于首次采摘，丰收的喜悦洋溢在镇
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张张笑脸上。

本报讯（通讯员 姜晓东）今年暑期，受“杜苏芮”等台风影响，我市部分地
区出现强降雨，导致粮油作物遭受洪涝灾害，造成大面积受损，车辆被水冲淹，
房屋受损，企业受灾，面对汛情，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四平监管分局的领
导下，保险行业协会协调各保险机构积极做好因汛情引发的各种灾情的查勘
救援、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用实际行动保护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监管分局靠前指挥 发挥监管引领作用

暴雨过后，市监管分局与保险行业
协会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前往受灾地区实
地调研，了解受灾情况、指导汛期农险救
灾和理赔工作。要求保险机构积极与政
府配合，将受灾情况排查准确，开通理赔
绿色通道，提升理赔服务质效，全力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有
效发挥保险社会“稳定器”和“调节器”的
应有作用。市监管分局为落实好各级政
府和上级监管局关于汛期防灾救灾及保
险理赔各项工作要求，向辖区内各保险
机构提出了具体监管要求。

行业协会有序组织 发挥辅助监管职能

为安排部署我市保险行业救灾理
赔工作，保险行业协会及时组织召开由
各财产险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灾
理赔工作会议。协会秘书长对当前防
灾理赔重点工作做出部署安排。要求
各机构提高思想认识，层层压实责任，

多渠道受理报案，确保能赔快赔，应赔
尽赔，坚决杜绝拖赔、惜赔和无理拒
赔。8月16日，行业协会发出了关于做
好汛期保险理赔服务的倡议书，各保险
机构纷纷对汛期保险理赔服务做出郑
重承诺。

保险机构迅速行动 践行社会责任与担当

针对汛期理赔工作，各保险机
构高度重视,有序安排部署，成立防
汛救灾领导小组，制定防汛应急预
案和防汛抗灾措施，开通理赔绿色
通道，公布汛期服务承诺，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机构尽其
所能，从人力、物力、财力、行业赋
能等方面支持灾后重建，充分体现
保险业的责任与担当。8 月 16 日，
全市 16 家财险公司主要负责人参
加了财险及农险防灾理赔工作会
议。各财险公司汇报了因汛期引
发车险、企财、家财、人身险等案件
件 数 及 估 损 情 况 和 灾 后 重 建 情
况。六家农险公司汇报了承保区
域农险受灾情况和估损金额、目前
查勘定损进展情况、灾后重建的具
体举措等。

截至目前，全市财产险公司车
险受灾共计16件，损失金额118729

元；家财险受灾 50 件，损失金额
60748 元；人意险受灾 1 件，损失金
额70000元，以上理赔已完成，全部
结案。企财险受灾 4 件，损失金额
一百余万元，目前已经全部赔付到
位，落实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吉林监管局“月底前全面完成赔付”
的监管要求。

各农业保险机构将全面落实
“政策性种植业保险月底前全面完
成查勘定损”的监管要求，并在精
准查勘、定损的前提下，按照省监
管局汛期理赔工作会议的要求，稳
妥落实农险汛期预赔付机制，合理
预赔，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保证市
农险理赔和灾后重建工作落地落
实落细，体现保险价值，勇担社会
责任，充分发挥好农险服务“三
农”，助力乡村振兴应有的作用和
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