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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众 富 不 富 ，关 键 看 支 部 。
梨 树 县 榆 树 台 镇 董 家 村 为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坚 持 党 建 引 领 ，充 分
发 挥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政 治 引 领 作
用 ，探 索 实 施“ 支 部 领 办 合 作
社 ”运 行 模 式 ，推 动 合 作 社 抱 团
发 展 ，坚 定 不 移 地 走 共 同 富 裕
道 路 ，全 力 推 动 集 体 收 益 、产 业
收 益 、群 众 收 益 共 发 展 ，为 新 时
代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新 活 力 ，走 出
了 一 条 党 建 引 领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路 子 。

董家村紧紧围绕县域经济、特
色产业发展，以“发挥最大优势、实
现最大收益、惠及最多百姓”为目
标，创新发展经营模式，采用“党支
部资金入股+农户土地入股”的方
式，积极发展乡镇产业联合社，采
用集中土地资源，统一经营、统购
统销的运作模式，成为榆树台镇以
农业种植为主体的合作社典型。

从今年 3 月开始，董家村开展
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营模式，
种 植 20 公 顷 农 作 物 ，党 支 部 占 股
51%以上，吸引村民入股，实现了村
集体与村民的紧密联结。“有入股
想法的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或者用土地入股两种方式都可以，
既解放了劳动力，又保障了收入不
减，广受村民好评。”董家村党支部
书记项柱告诉记者。

“我有一垧半地，把土地交到
村里入股，一年能收入 3 万块钱，
剩余时间在合作社打工，还能另外
赚 到 工 钱 ，收 入 比 以 前 多 出 来 不
少。”董家村村民代表王立忠说，党
支部领建合作社这件事，村民们都
举双手赞成。

只有产业兴旺了，农民才有富
裕的保障，农村才有振兴的希望，
农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谈
到合作社的发展，项柱表示，董家
村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壮大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坚持走好“党建引
领合作社”路线，通过先进带后进，
强户带弱户，把更多的群众纳入到
村集体经济中来，激发群众的内生
动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最大
收益，惠及更多百姓。合作社将继
续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一体
化的运行模式，促进合作社由分散
经营向统一管理转变，催生出一批
新型职业农民，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乡
村振兴迈出新步伐。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
现代化。近日，一台台“东方红”系
列品牌拖拉机展示在吉林省智联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各式配套
农机具“亭亭玉立”，让农业生产者
们感受到浓浓的“科技范儿”，来自
双辽市各乡镇的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机户百余人围着新型拖拉机、农
机具赞不绝口。

多年来，吉林省智联农业科技公
司把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作为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
要抓手，积极与“东方红”厂家合作，
销售一代又一代先进的大型农业机
械设备，提升了双辽市农业机械化装
备水平，推动了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
坚实基础。

为了让农民种地更便捷、省时省
力，顺应时代发展，智联公司及时召
开“东方科技，红遍中国”2023金色秋

天东方红农机产品推荐会，东方红厂
家技术专家和智联公司的销售人员
向“农机手”介绍了各类农用机械的
先进性能和优惠政策，开展农机强农
惠农政策宣传，不断提升便民服务水
平，让广大农民真正得实惠。

智联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我们
及时推广智慧农机、智能农机，就是
为了促进双辽农业的发展，一个语音
就可以操作农机，大大提高了操作的
便捷性。”

“新农具”为农业生产“换挡提
速”。依托政策扶持和科技赋能,那木
乡白市村农民赵红刚在智联公司先
后购买了东方红 504、LN2004 拖拉
机，机械化种植400多亩耕地，成为远
近闻名的种植大户。“趟地、翻地、深
松，春种秋收都离不开这两台‘铁家
伙’，智能农机的出现让我种地更有
奔头了。”赵红刚深爱着自己的黑土
地，对未来农业充满了信心。

8 月 26 日，梨树县刘家馆子镇消
费帮扶“赶大集”活动在东五家村盛大
举行，县人民法院、县卫健局、县联社
等500余名干部职员踊跃参与义购活
动，累计义购额10.8万元，进一步巩固
了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助力全镇脱贫户实现增收。

在消费帮扶“赶大集”活动现场，
以村（社区）为单位共设置 17 处摊位
售卖点，各村脱贫户、监测户热情推销
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参与义购的人
按需挑选，踊跃购买，以实际行动助力
脱贫户增收。见农户忙不过来，镇村
党员干部纷纷上前帮忙过秤、销售。

为使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各村
（社区）党员干部还发动群众自愿组成
演出队伍，一场场精彩的大秧歌、舞蹈
等表演热闹登上舞台，增添了更多的
欢声笑语和浓厚的热闹氛围。

“助力乡村振兴是我们每个人的
责任，作为基层干部，我们要尽自己 能
力帮助调动农户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让低收入村
民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刘家馆子镇党委书记于海波
表示，将继续创新工作方法，以强镇富
农为己任，强化责任落实，聚焦帮扶重
点，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

暮夏初秋，水稻已经进入生长
关键期，在双辽市东明镇一块块方
正的稻田里，稻茬淡黄，秋风拂过，
稻浪翻滚，俨然一幅淡彩水墨画。
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苗，在阳光
的映照下，升腾起一幅欣欣向荣的
丰收画卷。

走进东明镇后太平村水稻抛秧
示范区，绿中泛黄的水稻在秋天的阳
光下随风起伏，淡淡的稻香伴随丰收
的气息扑面而来，水稻颗粒饱满，长
势十分喜人。除此之外，东明镇前太
平村 50 公顷的水稻创高产示范基地
今年推广种植的是优质高产水稻新
品种，采用了测土配方施肥及水稻机
械有序抛秧等新技术，预计公顷产量
可达 2.2 万斤，公顷可增产 2600 斤，
每公顷可增效 3900 元，预计百公顷

增加收入可达19.5万元。
东明镇耕地面积为5680公顷，其

中水稻种植面积高达 70%，据工作人
员介绍，尽管气温较高，但通过及时
管理，目前全镇水稻长势良好。为
筑牢粮食安全屏障，东明镇还积极
指导村民科学种田，引导帮助群众
引进优良品种，为今年的丰产丰收
打下坚实基础。

民以食为天，农以粮为本，乡村振
兴，种业先行。近年来，双辽市始终把
促进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当
作头等大事来办。以精细指导“强信
心”、惠农政策“安民心”等举措带领指
导各乡镇科学种田，运用农业生产新
技术，促进优质水稻种植走向产业化、
规模化，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助力，真正
地让老百姓“手中有粮”。

“蓖麻极易种植，撂荒地、村路
两旁都能生长。撒上种子，保证水
量 ，定 期 除 草 ，即 可 快 速 生 长 ，投
资 小 、效 益 高 ，是 个 致 富 的 好 路
子。”看着眼前结满蓖麻果的一片
红蓖麻地，双辽市卧虎镇五星村党
总支书记冯宪宇发出赞叹。

时值初秋，万物结满果实，一幅
硕果累累的画卷。在卧虎镇五星村
红蓖麻种植地块，挂满枝头的红色
蓖 麻 果 陆 续 成 熟 、长 势 喜 人 。 今

年，五星村利用撂荒地、路边地种
植 4.1 公顷经济作物红蓖麻。蓖麻
果作为一种药材，经过晾晒去壳，
具有典型的药用价值，不仅如此，
它还具有耐碱耐旱，生命力旺盛，
投入少、效益高、易栽易管等特点，
可以大大地提高土地使用率，适应
性 和 抗 逆 性 强 ，是 重 要 的 油 料 作
物。通过科学管理，能获得显著的
经济效益，前景非常可观。村民李
亚琴一边采摘蓖麻果，一边表示，

明 年 自 己 家 也 要 种 植 这 个 经 济 作
物，好侍弄、价值高。

五星村充分发挥党总支引领作
用，成立了正鑫种植合作社，冯宪
宇深入挖掘市场信息，打破多年种
植玉米的单一种植结构，发展路边
经济，委托人员购买红蓖麻种子，
将具有经济价值且符合本村土壤特
点的红蓖麻进行试种，一次成功，
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开辟
了增收致富新途径。

五星村今年种植的 4.1 公顷红
蓖 麻 ，预 计 亩 产 可 达 3000-5000 公
斤，回收价格在每斤 10-30 元左右，
真正实现了撂荒地里长出了“金豆
豆”。通过种植蓖麻不仅提高了土
地使用率，还实现了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冯宪宇说，将进一步实行农业
结 构 调 整 ，扩 大 特 色 农 业 种 植 面
积，引导村民种植红蓖麻，增加村
集体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梨树县西瓜种植获得大丰收。梨树镇杨家村东北鸿运农业合作社在梨树镇、沈洋镇、林海镇等地种植绿色西瓜50公顷，累计产量达900万斤，产值
近300万元，通过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全媒体记者 高鸿 摄

梨树王号国：“牛”事业带富众乡亲
全媒体记者 刘莉 见习记者 徐涵屹

撂荒地里长出“金豆豆”
——双辽市卧虎镇五星村发展特色农业实现增产增收

全媒体记者 张鹏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走出强村致富路
——梨树县董家村壮大集体经济小记

全媒体记者 高鸿

新式农机显身手 农业发展迈大步
本报通讯员 袁微

党群联动促消费
齐心合力助增收

——梨树县刘家馆子镇消费帮扶“赶大集”记事
全媒体记者 高鸿 通讯员 董众星

稻谷飘香 丰收在望
全媒体记者 张鹏

“哞……哞……”清晨，从梨树县蔡
家镇敬友村十社吉林佰嘉畜牧厂里不
时传来阵阵牛叫声，一头头膘肥体壮的
牛正享用着早餐，畜牧厂带头人王号国
和养殖户们开启了新一天的忙碌。

58岁的王号国土生土长在梨树县
蔡家镇拉腰子村四社，1983年11月，他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从此，

“军人”成为刻进他骨子里的另一个身
份，军人坚强的意志力也成为他的特

质。由于他在部队表现突出，得到普遍
好评，连续3年获评“模范士兵”。

退役后，为了更好地发展，王号国
决定出去闯一闯增长见识。1994 年，
他到天津组建建筑施工队，淘到了人生
中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勤勉努力赚
钱，直到2021年，决定回乡投资发展养
牛事业，在梨树县蔡家镇敬友村十社投
资 5000 余万元，建立了吉林佰嘉畜牧
厂，购进繁殖母牛400余头。经过他的
不懈努力和精心经营，现已拥有占地面
积7000多平方米的规模化养牛场，场内
各种设备设施齐全，年收益约500万元。

随着畜牧场经营规模的逐年扩大，
王号国本着“不污染环境，造福百姓”的

原则，使用新技术、新方法有效利用玉
米秸秆进行饲料加工，并将牛粪、牛尿
等转化为有机肥回馈百姓。

“畜牧场的建立，带动了地方经济
发展，王号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
用，为家乡父老乡亲实现致富提供了有
效途径，是促进乡村振兴的优秀典型。”
蔡家镇相关领导说起王号国语气中满
是赞许。

一路走来，王号国一直秉承着不畏
艰难、认真负责和勇于担当的信念，在
发展中，不忘当时回乡的初心，不仅帮
助困难村民发展养殖业，还长期雇佣当
地村民在厂里工作，解决了地方剩余劳
动力，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充足动力，为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去年以来，我从外地回乡到畜牧

厂打工，每月都有几千元的收入，不仅
挣了钱，还能同时照顾到家里，日子是
越过越有奔头。”在畜牧场打工的农户
李军笑呵呵地说。

“通过这几年带乡亲们养牛，大家
整体收入逐年提升，生活得到很大改
善，养殖积极性特别高，这也更加坚定
了我带大家继续发展养牛事业的决
心。”谈起今后的打算，王号国说：“现在
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大，我们要继续引进
好品种，在提高出栏量的同时积极拓宽
市场，把牛产业做大做强，让村民过上

‘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