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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莉 见
习记者 徐涵屹）为帮助有就业需
求的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提高适
应社会的能力，促进乡村振兴，近
日，伊通残联在西苇镇举办残疾人
家政服务培训班，62 名残疾人参加
为期 5 天的培训。

此次培训，伊通残联委托东北
科技职业技术学校，聘请了家政经
验丰富的讲师，从实际工作需要的
技能出发，采用理论讲解与实际操
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教授学员家
政服务员职业道德、家居保洁、孕
产妇照料、婴幼儿护理、老年人护

理等课程，让学员们通过亲身实践
更好地体悟所教的知识，提高他们
的专业素养和劳动技能，为残疾学
员日后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积累丰
富的实操经验。

“通过培训，我掌握了许多日
常生活技能，收获很大，让我在家
门口就能就业，减轻了家庭负担。”
残疾人冯大伟表示。

伊 通 残 联 将 继 续 做 好 残 疾 人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更多具有
针对性、个性化的培训项目，促进
农村残疾人就业，改善残疾人生活
质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宪双 通
讯员 李思璇）自今年开展“千村示范”
创建工作以来，铁西区平西乡超前谋
划、狠抓落实，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与“千村示范”创建工作相结合，明确
全乡各部门、各村责任，确保农村环境
整治工作取得成效。

统筹部署，压实各方责任。铁西
区平西乡切实把环境卫生整治摆在
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
安排部署，压实责任。积极召开研究
部署“千村示范村”创建暨农村环境
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实施领导干部包
村、机关干部包社工作机制，压实工
作“责任田”。充分发挥乡贤、党员代
表模范带头作用，发动乡、村志愿者
力量，指明创建方向，确保创建达标、
成效显著。

明确重点，推动履责到位。以农
村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投入大
量物力、财力，着力解决好环卫装备设
施和保洁队伍建设管理问题。合理设
置垃圾倾倒点和转运站，规范人工清
扫保洁，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和密闭运
输。截至目前，共配备保洁员164名，
保洁车辆101辆，垃圾桶1173个，勾臂

箱315个，建设垃圾中转站9座，储粪
池 42 个，做到了设施到位、人员经费
到位、保洁清扫到位，形成了全乡齐抓
共管的整治工作格局。

积极宣传，营造浓厚氛围。把宣
传教育作为农村环境卫生长效推进的
有效载体，利用手机微信、大喇叭、宣
传标语等方式，深入农户、商铺宣传开
展“千村示范村”的重要意义，做到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努力调动群众参与
环境卫生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牢
固树立“主人翁”意识。同时，充分结
合“干净庭院 美丽人家”创建活动，鼓
励村民保持创建热情，携手共建美丽
家园。

截至目前，铁西区平西乡处理排
污现象8处、清理生活垃圾369处，共
13031.28立方米。处理未完成垃圾分
类9处，清理私搭乱建118处，外墙、电
线杆、公共区域的“野广告”6 处。清
理粪堆6343.6立方米。全乡累计出动
人员2.3万人次、机械车辆1.2万台次，
真正实现了村屯净化、亮化、绿化、美
化，有效解决了村屯环境“脏乱差”问
题，为“千村示范村”创建打下了坚实
基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莹 通讯
员 陈菲菲）铁西区将高标准农田建设
作为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
为黑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持续利用
赋能，扎实推进农村问题厕所整改，全
力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全面夯实乡村振
兴根基。

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种好粮食生
产的“示范田”。铁西区将平西乡孤榆
树村和太平沟村设为2022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建设面积 1 万
亩。4月18日，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进行公开招投标工作；5月8日，项目开
始施工建设，目前，已经完成工程量
30%，预计到今年年底工程可以竣工。

项目建成后，能够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
能力，做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切实保
障铁西区粮食安全。

抓细24小时供水工程，激活保障发
展的“动力源”。铁西区认真组织、深入
研究，大力建设农村24小时供水工程。
现农村供水工程 60 处，能够解决全区
20个村4.9万人饮水安全问题，集中供
水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可达 100%。
截至目前，已完成供水工程51处，完成
率达到85%。按照“边建设，边维护”的
原则，围绕改善老化基础设施、保障水
质达标、解决供水量不足三个方面进行
维修，现已投入维修资金35万元，维修
部位达到70处。接下来，铁西区将继续

做好安全饮水的长效维护工作，确保群
众能够喝上放心水。

抓实农村厕所排查整改，绘就美丽
乡村的“新图景”。铁西区召开农村户
厕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系统安排全区
农村户厕摸排、整改、改造等各方面工
作。抽调骨干工作人员成立了10个摸
排小组，对全区3120座农村户厕进行一
次地毯式的摸排，建立摸排台账，摸清
问题厕所底数，坚决整改到位。截至目
前，共摸排了农村户厕1600座，摸排出
问题户厕460座。铁西区将继续对剩余
农村户厕进行摸排，全面掌握农村户厕
问题情况，对能立行立改的问题厕所，
坚持立行立改。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宣

传工作，增强农民群众的卫生观念，逐
步消灭旱厕“连茅圈”，提高农民群众认
可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实行网格化
管理，落实“政府协调、部门联动、属地
管理、村组负责”制度，责任到人。采取
政府补助、社会资助、农户自筹等多种
渠道落实资金，科学规划，统筹实施，规
范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
改厕工作有序推进。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以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为发力点，借鉴典型乡村治
理案例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持续推进升
级改造农村基础设施，绿化、美化人居
环境，统筹城乡规划发展，深入挖掘属
地资源，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双辽“乐稻小镇”迈进“新田园”时代
全媒体记者 张鹏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铁西区扎实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开展技术培训 助力残疾人增收
伊通举办农村家政服务培训班

环境整治扮靓美丽乡村
铁西区平西乡开展“千村示范村”创建暨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
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近年来，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坚持以加
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为引领，以
增加村级集体收入、促进农民共
同富裕为目标，持续推动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

党的组织优势是凝聚强村
富民合力的关键所在。优化组
织设置，有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
领导作用。我们坚持把“抓党建
促增收”作为各级党委“一把手
工程”，先后出台 6 轮扶持政策，
一年一个攻坚计划、一年接着一
年干。坚持从经济薄弱村抓起，
先后选派 6 批次 96 名第一书记
进行精准帮扶，2022年实现集体
经营性收入“村村过百万”目
标。实践证明，以提升组织力为
重点，健全基层组织，创新活动
方式，才能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为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不断注入活力。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优化产业环境，才能提
升乡村产业竞争力。我们坚持
因村施策，“一镇街一方案”制定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成
立现代农业产业链综合党委，统
筹制定全区农业农村发展需求、
部门资源、行动项目“三张清
单”，打破村域、镇域乃至区域界
限，设立专项奖励资金鼓励村与
村产业共育、效益共享。支持发
展物业租赁、飞地经济等多种业
态，也有助于推动农村集体经济
向农业全产业链拓展，向休闲农
业、农旅融合等方面延伸。因地

制宜、优势互补，深入推动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增加村
集体和农民收入有了更坚实的
依托。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
靠人。优化人才机制，才能为
乡村振兴选人留人育人。我们
制定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
体系，把促增收实效与村党组
织书记培养选拔挂钩，不断建
强农村带头人队伍。同时，制
定实施乡土人才行动计划，打
造乡土人才馆，为他们搭建干
事创业平台。此外，还明确区
级机关部门、区属国有企业与
60 个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重点村
结对帮扶。进一步加快发展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还要加大人
才培养力度，围绕人才配置各
类资源和力量，激励各类人才
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

把村级集体经济负担减下
来，有助于增强其发展动能。
2022年以来，邗江区共计下拨村
级债务化解奖补资金 2300 多万
元，实现“村村无非经营性债
务”；2023 年下发“为村减负 12
条责任清单”，为村级组织松
绑。同时，建成农村“三资”管理
信息化平台，确保收支清清爽
爽、群众清清楚楚。从债务、事
务、财务等方面强化保障，持续
为基层减负增效，广大党员、干
部才能放开手脚干事创业，用更
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谋发展，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不断迈上新
台阶。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牢记
使命，把握机遇，从优组织、优
产业、优队伍、优保障等方面入
手，激发农村产业活力，着力破
解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难题，把
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
来，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
断发展壮大，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张新钢

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双辽市在王奔镇宝山村建设宝山乐野小镇农旅产业园区示范引领项目，工期自2023年4月至2024年12月，突出联农带农机制，引
导和带动农民群众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全媒体记者 高鸿 摄

振兴论坛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双辽市以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为着力点，在双山镇秀水村打造了“乐稻小镇”。作
为一个集科技化种植、农文旅融合、产学研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从
蕴酿到问世，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在小镇南侧，一座5.2米高的钢筋
大棚格外显眼，总面积2.1万平方米、东
西长 248 米，工作人员作业时，必须手
持对讲机才能远程沟通。这是一座育
秧工厂，在小镇开放前，就有全国各地
的“农业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育秧工厂将水稻培育从“手工时
代”推向工业化生产。“秧好一半禾，苗
好七分收。”从育种、放盘、覆土到播
种、叠盘，全部是标准化生产流程，看
似结构简单，内里的核心科技一样不
少，智能灌溉一体化设施、智能温控系
统、植保信息监控系统、智慧大棚控制
平台……工厂借助物联网系统全面管
理，工作人员只需要通过手机就能远程

控制秧苗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肥料。
门口的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温度、湿
度、土壤PH值、光照辐射等信息，科技
感十足的大棚为茁壮的秧苗提供良好
的生长环境，高产农业的背后是现代农
业科技的强力支撑。

“乐稻小镇”还采取了“有序抛
秧”和“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借助
新型水稻抛秧机、无人机、北斗导航
播种机等先进机具，有效带动了周
边农户的发展，提高水稻产量 10％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农技和农机的
价值体现在田地里，以科技引领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形成独具双辽特
色的现代智慧农业体系。

功能为先

品质生活彰显新“稻”路

双辽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乐稻小镇’的规划具有系统
性，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处具有多种
功用的新型农业综合体，绝对不是‘守
着庄稼卖旅游门票’。”

通过栈道向西游览，一处左手举
着“国之重器”木牌的大熊猫景观吸引
游客打卡拍照，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
遮阳凉亭下，边喝饮品边赏稻香美景，
生活十分惬意。据了解，小镇内建设
有一处70m2的文化墙，共有8个形象雕
塑、10 个景观标识以及各种廊架构筑
物，良好的基建设施、新奇的景观打卡
地、独具一格的稻田风光，让游客沉迷
其中、流连忘返。

“嘟嘟嘟……”远处 传 来 稻 田 小

火 车 的 汽 笛 声 和 孩 子 们 的 欢 声 笑
语，火车穿梭于稻田之中，指尖轻抚
着稻穗，闻着淡淡的稻香，美丽的稻
田像是在大自然中举办的田园风光
艺术画展。“孩子从小就没有来过农
村，这一切场景对他来说很新奇。”
市民王志飞边说，边给孩子拍下了
照片。

“乐稻小镇”将逐步完善“农夫学
院”等研学项目的建设，展示“一粒稻
米”的前世和今生，打造全龄化游学的
农业综合体，以农业研学功能为特点，
吸引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生进行农业
实践观摩，吸引优秀农业人才交流研
讨，形成以学促研，以研促产，以产促
学的示范带动效应。

农旅融合

乡土魅力传播新“稻”路

在 3800 亩稻田上，小火车串起了
“乐稻小镇”文化与旅游的核心，散落在
各处的独白式文字，是远离喧嚣之后的
沉思，农夫学院的敞开式阅读，让游客体
验农业发展千年的脉络，“一粒米的故
事”，时刻提醒人与自然应该相融共生，
粮食是生存的根本。

双辽市利用原汁原味的自然环境，
进行旅游场景设计、建设和展现。按照
资源整合的理念，采用“旅游+”的思维
和模式，以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
验等为基本依托，推动旅游与农业、农产
品加工、特色产品开发、文化等产业融
合，开发吉良品牌稻米、杂粮、果蔬等高
附加值农副产品系列品牌，开发系列文
创产品，与线上、线下商创企业对接，实
现高附加值品牌销售。融入双辽本地传
统文化，开发稻乡公寓项目，利用集中箱
框架，融入现代智能胶囊公寓技术，采取

“公司+农户”的运营方式，创建“稻乡公
寓”群落，使一二三产业在“乐稻小镇”中
相互关联，形成链条，融合发展，构建起
一个多业并举、有效增值的产业综合体。

借着“乐稻小镇”农业示范区的科技
“东风”，农户们加入了专业合作社，通过
良种繁育、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极大提
高了产量，小镇已然成了当地人的“聚宝
盆”。小镇的建设在不断完善，农业生产
区、景观区、农户居住区、农业科普区、衍
生产业区……“乐稻小镇”的建设不止步
于此，依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产生新
功能，新身份。

老李是秀水村的一户村民，在项目
建设初期，他在农闲之余参与项目的土
建工程，看着逐渐建起的建筑景观，感受
到村容村貌的变化，他十分感慨。项目
全部建成以后，园区内的设备清洁维护、
游乐项目的操作人员等岗位都等待着当
地村民，也有人打算重新修缮房屋，准备
开办农家乐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

“乐稻小镇”将进一步提升双辽农产
品在游客及农业从业者心目中的认知价
值，以观光农业、科技农业的特点，发挥
多种功用，把休闲农业、产业研学、农业
技术、农副产品、农耕活动等有机结合起
来，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