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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 健康化 高端化
——伊通积极探索肉牛健康养殖新模式

本报通讯员 金磊

本报讯（通讯员 郭薇）为进一步
落实守好群众“钱袋子”的理念，提升
群众防诈骗意识，预防和减少诈骗案
件发生，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靠山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与结对共建单位四
平市公安局情报中心到商户、学校，开
展“全民反诈”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面对面的方式
向群众现场讲解了电信诈骗的惯用手
法、作案方式等内容，并通过以案释
法，讲解了高发案件类型，如贷款类诈
骗、刷单类诈骗、冒充熟人类诈骗等，

并告诫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贪图便
宜，接到“中大奖”等可疑电话、短信
后，一定要多思考多咨询，切记“天上
不会掉馅饼”，防止上当受骗。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增
强了广大群众防范电信诈骗的意
识和能力，筑牢了打击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违法犯罪的坚固屏障。伊
通满族自治县靠山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将以结对共建为载体，以文
明创建为抓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再上新台阶。

增强防范意识
筑牢安全屏障

伊通靠山镇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结对共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蔡欣洋）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增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功能，提升乡村干部履职能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迈上新台阶，近
日，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孤山镇开展乡
村振兴擂台赛。通过擂台比武，全面
提升村党组织抓党建的水平和能力。

13 个村党组织书记、第一书记、
特派员、乡村振兴专干通过“实地观
摩+擂台比武”方式进行评比，充分
激发带领群众致富的积极性，进一

步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以更高的标准审视自身，以更宽
的视野谋划发展，以更强的基层党
组织为小孤山镇的全面振兴提供政
治保证。

通过此次擂台赛，彰显了党员、
支部先进性，树立“致富标杆”“模范
标杆”，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更好地把基层党员、干
部、人才和群众组织起来，走好新时
代群众路线，让党员干部与群众零
距离接触、心贴心交流，形成合力。

提升履职能力
筑牢基层堡垒

伊通小孤山镇开展乡村振兴擂台赛

本报讯（通讯员 宋红霞）为进一
步净化镇域内文化环境，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近日，伊通满族自治
县伊丹镇“扫黄打非”办公室工作人员
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开展

“扫黄打非”专项检查行动。
活动中，检查人员全面检查了镇

域内校园周边文具店、复印店等经营
场所。重点检查各经营场所是否证照
齐全，是否存在销售侵权盗版出版物、
非法教辅材料以及反动、暴力、色情、
迷信等文化产品。同时，检察人员也
向各经营场所负责人科普了“扫黄打

非”相关法律法规，提醒各负责人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做到知法守法，坚决杜
绝销售和传播非法出版物，并引导各
经营场所负责人参与到“扫黄打非”宣
传行动中来，共同助力镇域内文化市
场健康发展。

此次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各文
化经营场所的守法经营意识，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了风清气正
的文化环境。伊通满族自治县伊
丹镇将继续深入校园、村屯，加大
宣传和检查力度，推动“扫黄打非”
工作走深走实。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伊通伊丹镇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周瑜）为推进强
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伊通满族自治县莫里青乡兴宏
村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在乡村振兴中
的“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各方力量，探
索庭院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进一步
拓展了农民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深
化乡村治理，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兴宏村驻村工作队通过第一书记

代言、包保帮扶部门“消费帮扶”，带领
驻村工作队员积极协调采购部门，从
庭院蔬菜的种植、日常维护、采摘到量
斤、装车，亲力亲为，积极谋划。在庭
院经济发展上，2022 年兴宏村脱贫人
口平均增收百分之十，脱贫户最高收
入达21000元；今年兴宏村驻村工作队
带动脱贫户 17 户 38 人 ，7 月初到 8 月
中旬总收入 10 万元，人均收入 2631

元。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推动网格化服
务管理与乡村治理有效融合，形成“一
网统管、全域覆盖”的网格化服务管理
工作格局。目前，兴宏村改造村路
2500 延长米、修建美化围墙 1800 延长
米，修建排水沟1800延长米，安装路灯
305 盏，实现全村全覆盖，新建 2000 平
方米文化广场，栽种花木 4 万株，并在

环线两侧树台种植 6 万株万寿菊。道
路干净整洁，砖瓦摆放有序，兴宏村成
为莫里青乡最亮眼的名片。

伊通满族自治县莫里青乡兴宏村
驻村工作队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通过稳步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奋力
书写兴宏村生态美丽、蓬勃发展的新
篇章。

驻村帮扶显担当 凝心聚力助发展
伊通莫里青乡兴宏村发展庭院经济助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伊宣）为进一
步做好广大群众自驾游文明交通
安全管理工作，切实增强广大群众
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意识，有效预
防各类道路事故发生，近日，伊通
满族自治县交警大队组织宣传民
警深入伊溪湿地公园景区，开展自
驾游文明交通倡导主题宣传活动，
大力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有效规避旅行中常见
出行风险。

活动中，宣传民警结合群众出

游特点和旅游景区周边交通实际，
向过往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
料，讲解高温、暴雨等恶劣天气及外
出游玩时的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宣
传民警以案说法，警示游客驾车要
系好安全带、酒后不开车，不超员不
超速，不疲劳驾驶，三轮车严禁违法
载人，提醒游客在出门旅游时要提
前了解天气变化，规划好出行路线，
确保旅途中行车安全。并叮嘱广大
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
违法行为，谨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自觉遵守交规
抵制违法行为

伊通交警深入景区开展自驾游文明交通倡导

近日，由伊通满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主办、县红十字会承办、县志愿者联
合会协办的“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红十字应急救护员（初级）培训班开班。
通过培训切实提高应急救护知识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强化公众应急处
置能力及自救互救意识。

本报通讯员 于宗伯 摄

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伊通大街开展《伊
通满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宣传活动，切实引导群众自觉
维护民族团结。

本报通讯员 陈蔷韵 摄

近日，伊通残联在残疾人办证服务中心以“预防先天残疾，守护美好未来”为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将残疾预防工作落到实处，增进社会对残疾
预防的关注和重视。

本报通讯员 韩熳儒 摄

近年来，伊通满族自治县不断推进“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程建设，不断在肉牛产业健康发展上深入探索
实践，通过“一二三四五”工作模式，加快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开创了肉牛健康养殖伊通模式。

伊通满族自治县改变了过去养
殖户单打独斗，“吃干秆 喝凉水”、
技术落后的传统养殖模式，积极应

用菌酶协同发酵等新技术，通过划
定养殖社区、在社区内设立科技自
助 站 及 科 技 互 助 站 的 方 式 进 行 推

广 ，解 决 疫 病 防 控 难 ，养 殖 户 收 益
低、秸秆利用率低、散养粪污难以集
中处理的难题。

建立一区一站建立一区一站
建立一区一站让国家“863”重点成

果菌酶协同发酵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
力，通过在科技站内配套生产设备，采
用菌酶协同发酵技术，实现秸秆就近就
地转化为优质饲料，满足全社区养殖户

需求。其中，一区是划定养殖社区，打
破村屯行政边界观念，以不低于500头
牛为宜，创造性设立养殖社区。一站是
在社区内设立科技站。科技站设立在
养殖大户或村集体，采用市场化运作方

式，收取养殖户部分手续费，实现养殖
户与科技站共赢。通过养殖社区与相
关企业、协会建立常态联系与业务往
来，通过“牵线搭桥”，让农户肉牛能按
时出栏。

强化三个保障强化三个保障
在 组 织 保 障 方 面 ，伊 通 满 族 自

治县坚持把菌酶协同饲料生物发酵
技术应用与推广作为重中之重的工

作，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门工作领导
小组，高位推动。在政策保障方面，
通过乡村振兴资金、中央农业生产

发展资金、县级配套资金，专项用于
菌酶协同发酵技术推广。相关部门
对协同发酵技术应用项目，采取领

解决四个难题解决四个难题

解决养殖过程药物使用把控难
题。伊通满族自治县通过对饲料品
质的优化、使肉牛消化道功能不断改
善、个体免疫力不断提升，一些圈养
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几乎都可以在不
借助药物治疗干预的情况下，通过生

物营养科学饲喂的方式解决，极大程
度降低药物使用量。解决秸秆转化
利用水平不高难题。通过菌酶协同
发酵技术，降低秸秆制作要求，全天
候生产加工，推动秸秆饲料化利用。
解决粪污处理难题，通过伊通模式省

时省工，只需在清粪过程中掺混使用
即可，经过堆沤发酵，变为肥料。解
决养殖户收益低的难题，通过伊通模
式，每头牛出栏可增收约 570 元。促
进养殖户节本增效，对肉牛扩群增量
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推进五个健康推进五个健康

动物健康。通过生物营养科学饲喂
的方式解决，极大程度降低药物使用量，
确保动物健康。产品健康。通过饲喂无
抗富硒养殖饲料，在提升肉牛免疫力，快
速增加肉牛增重同时，提高肉牛品质。
生产富硒生态牛肉、牛排等高端肉类产

品。产业健康。采取伊通模式养牛，大
幅提升产业效益，按照 30 万头牛存栏
量，可以额外增收1.7亿元左右。环境健
康。采取伊通模式进行饲养，牛的消化
功能持续改善，饲料消化吸收率提高，牛
的粪便气味明显变淡，经过堆沤发酵，直

接转移至田边作为肥料使用。人类健
康。通过推行伊通模式，伊通满族自治
县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实现畜牧养殖向
绿色化发展，畜牧产业向健康化发展，畜
牧产品向高端化发展，在食品安全、环境
健康、乡村振兴等方面促进人类健康。

办、代办制度，简化流程。将模式推
广列入对各乡镇政府的绩效考核，

增强工作动力。在技术保障方面，
与中农吉牧集团合作，成立专业技

术服务团队对每个科技站提供建站
指导、菌剂发放、技术支持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