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潘天月）随着备春耕工作全面铺开，
位于“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梨树县的吉林省富民种业有限
公司内，生产线的轰鸣声不绝于耳，销售大厅人头攒动，一
幅“抢农时、保春耕”的热闹图景正生动上演。

走进富民种业的现代化加工厂，机械运转声与工人忙
碌的身影交织成序曲。从毛籽剥绒、硫酸脱绒到重力精选、
自动化包衣包装，十余道工序在智能化流水线上高效推
进。为保证种子质量，企业在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严格把关，
从原材料筛选到成品包装，都遵循高标准执行。公司从国
外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据加工厂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的 3 条生产线正满负
荷运转，每日可生产约 13 万袋种子，这些种子将发往省内
以及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山西等地，为各地的春耕提供
充足的种源保障。看着仓库内一袋袋印有“富民”标识的
种子整齐码放、严阵以待，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即将破土
而出、茁壮成长的使命。

在富民种业的销售大厅，各类玉米品种琳琅满目，富
民 58、富民 985、富民 308 等热门品种分门别类地陈列着。
梨树县众惠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洪雨在销售人
员的热情指引下，仔细比对各类种子的抗病性、产量等关
键数据，最终选定了一批耐旱高产的玉米品种。

“当下正是备春耕的关键时期，我们合作社已经完成
了化肥的采购，不过玉米种子还有不少缺口，今天特地过来挑
选种子。富民种业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不仅如
此，在耕种过程中还为我们种植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后续
跟踪服务也十分周全，所以在这买种子我们心里踏实。”李洪
雨说。

在沃野千里的吉林大地上，富民种业只是现代农业矩
阵的一个缩影。无人播种机、一体化监测系统等“硬核科
技”正在重新定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当现代
科技的精量播种遇见黑土地的厚重底蕴，一场保障“中国
饭碗”的春耕革命，正在白山松水间蓬勃生长。

备
耕
正
当
时

良
种
促
增
收

·5县域2025年3月24日 星期一
编辑|程源 常欣月 校对|刘铁铮 S I P ING R IBAO

近日，梨树县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农资商店，开展“农资普法宣传，护航春耕生产”宣
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户风险防范意识和经销商安全经营意识，推动农资纠纷源头预防
化解，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通讯员 吕明洋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史子晔）梨树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精准把握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筑牢堡垒、精选厚培、壮大
产业上“出实招”“求实效”，不断为乡村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梨树县聚焦群众在产权登
记方面的“急难愁盼”，在不动产
登记服务领域持续深化改革，创
新服务模式，采取一系列高效便
民的举措，让产权登记变得更加
便捷、快速。

通讯员 吕明洋 摄

为保障医疗用血需求，凝聚
起守护生命的力量，近日，梨树县
在县影剧院门前组织开展2025
年度无偿献血活动，众多爱心市
民踊跃参加。

通讯员 李猛 摄

筑牢堡垒，确保村级组织夯
实有力。抓联建共建，在全县选
取2个片区（10个村）作为先行试
点进行“跨村联建”，探索构建

“1+3+N”融合发展模式，一体谋
划实施工作举措20余项，推动村
党组织由“分散运行”向“融合共
进”逐步转变。抓整顿提升，全
面开展调研摸底，全覆盖走访排
查全县 304 个行政村，对照中组
部明确的 12 种情形，共确定 10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逐村落实
“一村一策”和“四个一”整顿措
施，现已全部销号转化提升。抓
基层减负，严格贯彻落实市委组
织部“两减一控”实施方案，对农
村基层组织进行全面摸底排查，
有效解决报表多、借调屡禁不
止、村级标识标牌悬挂不规范等
突出问题，形成刚性约束，让基
层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有效破解

“小马拉大车”问题。

精选厚培，实现乡村队伍整
体优化。着眼2026年村“两委”换
届，超前谋划、提前布局。在“精
选”上，按照省市委文件要求扎实
开展村班子运行中期评估和“带
头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
动，组织开展两轮换届人选调研
摸底，按照近、中、远3个梯次，确
定村干部后备人选2124名，平均
年龄 33.34 岁、大专以上学历占
75.5%，确保随时有成熟可用的接

续人选。严格落实村党组织书记
县级备案管理，对不能胜任村书
记岗位的同志进行调整。常态化
关注驻村干部履行“四项职责”情
况，持续建强驻村干部队伍，提升
包保帮扶成效。在“厚培”上，开
展村干部学历、能力“双提升”行
动，深入推进落实村干部和后备
干部学历提升计划，2024 年共有
51名村干部参加学历提升行动，
有效提升村干部学历结构，为

2026年村级换届按村干部结构性
要求打好基础；进一步提升各村
级干部履职能力，2024 年度面向
乡镇党政正职、村党组织书记、驻
村干部举办三期履职能力提升培
训班，共计培训492人，通过拧紧
乡镇、村级干部培育全链条，基层
一线战斗力显著提升。

壮大产业，促进集体经济提
质增效。按照市委组织部文件要
求，连续两年实施“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产业振兴”行动，更多创
新成果在基层开花结果。在项目
拉动上，及时总结推广产业项目
模式，持续优化乡村产业布局，
2024 年成功创建产业示范村 50
个，推动鲜食玉米、肉牛养殖等种
养殖特色产业做大做优，形成规
模和品牌效应。在要素驱动上，
积极开展金融助力活动，组织部
分农行系统干部到乡镇挂职，依
托“强村富民贷”“领办合作贷”等

专项惠农产品，帮助产业示范村
争取资金项目。在市场带动上，
借助市农业农村局绿色食品办公
室举办农民丰收节、市委组织部
举办年货大集组织第一书记代
言，持续拓宽梨树县农副产品销
路，会同农业农村局持续推动“册
外地”上平台（土地资源发包）阳
光交易，2024 年全县集体资源发
包收入 1.12 亿元，同比增加 6282
万元，同比增长124%。

本报讯（通讯员 吕明洋）梨树县生
态环境局以“优化营商环境 展现文明梨
树”为主线，将规范执法与主动服务有机
融合，在严格监管中彰显服务温度，在制
度创新中提升服务效能，为县域经济绿
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制 度 筑 基 ，锻 造 执 法 服 务“ 硬 实
力”。创新构建“党建+执法”融合机制，
通过党组统筹谋划、支部下沉落实，将文
明服务理念深植执法全过程。针对执法
规范化，建立“双随机”抽查与“一案三
审”双轨机制，415 家监管对象实现全覆
盖，重大案件实行法规审核、集体研讨、
上级复核“三重把关”，既保障执法公正，
又倒逼执法能力提升。

刚柔并济，构建有温度的监管体
系。执法实践中，创新推出“预防式监
管”新模式。建立企业环境行为“红绿
灯”清单，对32家环境信用良好企业实施

“无事不扰”；对首次轻微违法且未造成
后果的，推行“教育整改承诺制”，通过约
谈培训替代行政处罚，累计发放《行政指

导意见书》27份，帮助企业及时纠偏。组
建“环保诊疗队”，定期赴工业园区开展

“体检式”帮扶。
服务前移，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聚焦企业绿色发展需求，构建“全周期”
服务体系。在项目审批环节创新“超前
介入”机制，组建由环评、监测、执法骨干
组成的服务专班。针对企业技改项目，
服务专班提前60天对接，梳理节能改造
技术规范11项，协助优化工艺方案3版，
召开线上联席会审4次，将问题化解在申
报前。服务半径持续延伸，建立“环保服
务日”制度，每月由班子成员带队走访企
业，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方案”行
动。搭建“环保直通车”数字平台，实现
政策查询、业务办理、问题反馈“一键通
达”，企业咨询响应时效提升70%。

从“被动监管”到“主动服务”，从“刚
性约束”到“暖心指引”，梨树县生态环境
局正以更具智慧的监管方式和更有温度
的服务实践，书写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的双优答卷。

文明规范执法
提升服务效能

梨树县生态环境局多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梨树县“三点”发力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常欣月 通
讯员 潘天月）三月的东北尚未完全
解冻，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会议室里已升腾起融融暖
意。刚从北京归来的全国人大代表
韩凤香顾不上掸去肩头的风尘，捧
着尚带油墨香的政府工作报告，用
沾满泥土气息的乡音为社员们描绘
着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要让农

民种粮能获利、多得利，这和咱们
合作社‘藏粮于技’的路子完全契
合！”韩凤香一边说着，一边用指尖
划过报告中的重点段落，逐字逐句
地为社员们深入解析。社员们围
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时
不 时 在 笔 记 本 上 写 下“ 黑 土 地 保
护”“智慧农业”等关键词。社员们
你一言我一语，此起彼伏的讨论声
与窗外农机检修的金属碰撞声交

织成了一首春耕序曲。
离开合作社后，韩凤香马不停蹄

地前往农机具检修现场。农机库里
铁锈与机油的混合气息扑面而来。
她屈指叩响正在检修的免耕播种
机：“今年政府要发展数字农业，得
给这些‘铁牛’装上更聪明的大脑。”
检修工抬起头，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拧紧最后一颗螺丝，回应道：“您放
心吧，我们一定把这些农机具都检

修好，保证春耕顺利进行。有了国
家的好政策，这些‘铁牛’干起活来
一定会更卖力气。”

暮色四合，合作社院里的老树沙
沙作响。韩凤香裹紧大衣走出了农
机库，望着远处渐次亮起的灯火，耳
边回响着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化农
业科技支撑”的铿锵字句。她知道，
这个春天播下的不仅是种子，还有
在两会春风里破土而出的新希望。

传递智慧农音 描绘振兴图景

本报讯（通讯员 潘天月）为进一
步提升玉米种植户的科学种植水平，
促进玉米单产提升，3月20日，梨树县
梨树镇人民政府联合梨树县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举办 2025 年梨树镇玉米单
产提升技术培训会。

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

艺师崔英以“玉米合理施肥技术”为主
题，结合土壤特点与气候条件，系统讲
解科学施肥的关键技术；梨树县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正高级农艺师刘洪艳围
绕“玉米品种选择与米豆间作技术”展
开授课，分享“米豆间作”过程中的技
术要领和田间管理注意事项，包括品

种搭配、种植密度、播种时间等关键环
节，为种植户提供明确的指导。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种植户们认
真聆听、记录，与专家们进行互动交
流。大家表示，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实
用性强，让他们受益匪浅。通过学习
掌握了各种具有实用性的知识，增强

了科学种植的意识和信心，为实现玉
米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梨树县梨树镇将继续加大农业技
术培训力度，持续推广先进适用的农
业技术，助力广大种植户提升玉米产
量和质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贡献力量。

提升玉米种植水平 促进农户增收致富
梨树县梨树镇开展玉米单产提升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