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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肖石磊 杨洪亮 本报记者 潘宏宇 刘柏森

一场透雨过后，随着气温的上升，方正县天门乡四合村房
前屋后刚刚栽下的近万株李子、山杏和四季玫瑰萌发出嫩绿的
新芽，为村庄增添了绿意生机。

今春，方正县投资 652.6万元，在全县的各个村屯、县域内鸡
讷公路两侧和松花江沿岸共植树 81.68万株。大规模的植树造
林，扮靓美化了家园，更让方正县这个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县
的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收回“坝外地”处处植新绿

在多年的生态建设后，方正县内可植树地块越来越少，也
越来越零散，这一直制约着方正县的植树造林事业。

方正县的“坝外地”是植树造林的空白点，由于历史遗留和
约定俗成，这部分土地退耕还草、还湿、还林的难度非常大。
2013年开展的农村土地确权为收回这部分“坝外地”提供了难
得的契机，方正县在土地确权过程中通过法律程序对这些违
法“坝外地”发包合同进行了全部废止。随后，县国土资源部
门对这部分土地制定了总体退耕还林和还湿规划。

为了确保退耕的成果，方正县林业部门迅速启动了“坝外
地”植树造林行动。从 2014到 2016年，在“坝外地”集中连片营
造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和水土保持林共计 7000亩。今春，
又在“坝外地”集中连片营造防风固沙林 1400亩、征占地还林
2480亩。

除了“坝外地”，方正县还把眼光投向了鸡讷公路两侧。鸡
讷公路在该县境内 5.2公里长，和“坝外地”类似，鸡讷公路两侧
的土地也大都被人开发和利用。今年，方正县把这部分土地进
行了征用，征地资金投入 80万元。现在，公路两侧已经栽植杨
树 8000余株。

今春，方正县还尽力挖掘各个村屯的潜力，充分利用村旁、
路旁、水旁、宅旁和废弃地、水洼地等空地来植树造林，已完成
32个村屯绿化，打造环线节点绿化示范点 18处。

全民动员 绿化城乡

栽树的地儿有了，购买苗木的资金也已划拨，方正县对今年
植树造林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林业局按照乡镇政府的村屯绿
化设计进行现场勘察，绿化设计汇总后报县美丽乡村办公室审
核后，林业部门采购和调配苗木到各个乡镇，由乡镇组织各个村
屯进行栽植。

各个村屯绿化则由各村自行组织。4月 5日，会发镇在各个
乡镇中率先启动村屯绿化。随后，各个乡村掀起了植树造林的
热潮。云杉、梧桐、山杏、李子、榆叶梅、四季玫瑰等多品种小树苗
被栽植到各个村屯。今春，全县各村屯绿化共植树23.68万株。

4月 20日，方正县四大班子领导和各机关干部 350人、团员
300人和个体工商户、企业、社会群众 270人到讷鸡公路旁和松
花江边“坝外地”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林业局则组织机关干部

110人参加，另有 20名造林技术员和现场员分片做技术指导。
当天的义务植树活动中，平均每人栽植10株柳树，共栽植柳树1万
余株。

在方正今春的义务植树活动中，团县委不仅组织团员参加大
型义务植树活动，还积极参加到村屯绿化中，打造“青年林”4处，造
林面积达80亩。由于“坝外地”营造防风固沙林和征占地还林面积
多、工程浩大，方正县林业局雇用住在造林地周边的两三百名农民
植树造林。在 4月 5日至 20日的 15天里，共植树 57万株。

确保成活率 造一片成一片

在今春的植树造林过程中，方正县严把“苗木关”、“栽植关”
和“管护关”，确保造林成活率。

为了把严“苗木关”，方正县林业局成立了技术工作组，绿化
苗木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采购，技术工作组都要派人实地查看
每处苗圃内的种苗质量。

“栽植关”也由技术工作组全程把关。在技术工作组的要求
下，基本做到了“五不离水”：苗圃地假植不离水、包装不离水、运
苗不离水、造林地假植不离水和植苗罐不离水。

苗木栽下去，为了实现“栽一株活一株，造一片成一片”的目
标，方正县政府和各乡镇签订了造林责任状，并下发了《关于明
确乡镇、村屯绿化树木管理工作职责的通知》。各乡镇和各个村
也签订管护责任状，并把责任落实到户到人。县政府还要求乡
镇政府、村委会制定树木管护的“村规民约”，以落实“门前三包”
责任。对绿化树木管理不善、保护不力的乡镇和村屯，县财政将

不再提供树苗资金，按要求重新栽植绿化树木的资金则由该乡
镇政府和村委会自行解决。

对于出现的农田蚕蚀林地行为，今年方正县明确，农田蚕蚀
林地行为的第一发现人和管理人是村委会。如林地被蚕蚀，由
村委会限期收回，如侵占人拒不配合的，则由林业森林公安处
理。对于时有发生的滥砍盗伐行为，林业部门将依据《森林法》
从重进行处罚。

方正 生态示范县处处植新绿

村民用棵棵小松树绿化美化自己的家园。

松花江边的“坝外地”被栽上了树。

本报讯（王雪菲 姜元一 记者白云峰）近日，木兰县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集中出动大型铲车、挖掘机及环卫
工人 30 人次对木兰镇北城壕的垃圾污物进行彻底清
理。61岁的李大妈在这里居住了 20年，她说，“以前这里
很脏，壕渠内堆着大量的垃圾，到了夏天散发难闻的气
味，大家都不敢开窗。经过这次清理，壕渠通畅了，街道
也整洁了，让人倍感舒心。”居民们都说，环境好了，每家
每户也养成了好的卫生习惯，大家都自觉把垃圾扔进自
备的垃圾筐里。

开春以来，木兰县按照“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
制度化”治理标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营造清洁、整齐、优美的城市环境。据木兰
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吴长富介绍，整治街路
市容秩序是这次整治行动的首要任务，他们借鉴先
进城市的管理经验，实行网格化管理新模式，执法队
员定人、定岗、定责，早、中、晚全天候无缝隙管理。
目前，共取缔临时占道经营 240 人次，规范商服店面
120 频次，整治后的街面市容秩序井然。为了使这次
环境整治行动无死角，木兰县对东环路、西环路、木
白路等路段沿线垃圾点进行全部清理，共计清理垃
圾污物 600 多吨。

牌匾也是影响市容市貌的一个因素。木兰县按
照“一店一匾”原则，统一规格，统一审批，提升牌匾
广告设置档次，共更新牌匾 58 块，使城市景观面貌提
档升级。同时，清除乱贴乱画小广告 5800 处，并加大
查处打击力度，有效遏制了城市“牛皮癣”滋生蔓延，
城市面貌显著改观。

由于开春风大、灰尘多，木兰县自 4 月起每天出
动 2 台吸尘车、1 台洗扫车实行全天候清洗保洁作
业，降低街路扬尘指数，使街路常洁常新。

全面完成绿化树木补栽、涂白，在振兴大街等路
段绿化补植树木 1000 余棵、灌木 9000 簇、绿篱 300 米，
盆栽 74盆，吊兰 460盆，种植草坪 26000平方米。

木兰
“四化”做标准

环境得提升

巴彦县幼教中心园长史彦玲、高级中学语文教师白雪丽去年自筹资金创办了“国学公益讲堂”，面向社会各行各业人群免
费开放，每周三次宣讲国学知识。

“国学公益讲堂”开办以来共授课130多节，除学堂老师宣讲以外，还多次邀请国家级国学文化讲师来学堂讲课。“国学公
益讲堂”公益服务大众，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培养社会道德风尚、塑造和谐健康人格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巴彦
县建立良好社会风气的文化领地、崇德向善的精神家园。 王晓东 纪佳柠 本报记者 白云峰摄

□王雪菲 姜元一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

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五月，播种的大忙时节。记
者近日来到木兰县柳河镇三星村，见到博宇农机合作社社长
刘海波，他和社员们正在忙着组装水稻旱种播种机。刘海
波告诉记者说，机器马上组装完成了，就要开始播种了。
正在侍弄稻种的社员王庆禄说，水稻旱种可帮他解决了大
难题。他家仅有 10 多亩旱田，每年都种玉米，但现在玉米
卖不上价，眼瞅着种地赔钱，如果没有水稻旱种真不知道
该咋办了。

水稻旱种对于木兰县很多农民来说是全新的技术，农
户们对新的种植技术有许多担忧。为了让农民能安心种
上地，木兰县依托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和专业化服
务组织，解决了农户耕种的后顾之忧。刘海波社长介绍
说，他今年在农户手里又流转了 200多亩旱田进行“旱种”，
合作社将承担农户所有的风险。新入社的社员王庆禄说，
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粮食产量和销售了，自己还在合作
社做临时工，又增加了一笔收入。

木兰县是以种植水稻、玉米、大豆为主的农业县份，近年
来玉米收购价格的走低，让农民对旱田种植很忧虑。木兰县
以调结构、转方式、促进粮食提质增效为目标，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和专业化服务组织大力推
行水稻旱种栽培模式，促进农业种植提质增效。

木兰县柳河镇副镇长谢铭对记者介绍说，水稻旱种对于
种植旱田的农民来说是及时雨，这种种法不挑地型，只要将
田地平整就可播种。水稻旱种还节省时间，投资小。谢铭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旱种”不用打池梗，节省土地的同时，还省
去扣棚、育秧、插秧环节。用水量小，它是根据水稻不同生育
期的根层土壤水分含量，确定灌水时间、次数、水量，与常规
灌溉相比，“旱种”可节水 30％至 40％。每亩地算下来，共可
节省成本 320元。而“旱种”每亩的产量在 800到 900斤，却是
种植玉米收入的 2倍。

目前，木兰县已有吉兴乡、柳河镇 2个乡镇推广了水稻旱
种技术，已流转旱田 1000亩。

木兰
推广“旱种”水稻节水增效

本报讯（焦春龙 记者白云峰）五常市金融机构近年来采
取了多种创新模式进入农业领域支持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取
得了良好成效。

“金融+企业+基地”模式，采取“高价流转、一次支付、合
同保障”的方式，以每亩高出当地 20%的价格流转土地，一次
性支付给农民流转金。

“金融+企业+农户”模式，通过构建市场化运作、合作化
经营、专业化管理、科技化支撑、工业化反哺的“五化融合”，
联结农户种植有机水稻，联结后亩纯效益是非联结农户的
1.77倍。

“金融+企业+合作社”模式，突出农民主体、企业领办、互
惠互利、自负盈亏，组建合作社，吸收社员，整合经营土地，合
作社社员比非社员亩增收 420元。

“金融+合作社+企业”模式，结合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
押贷款试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支持农民专业合作
社以“利益同享、风险共担，资金互助、联合购销”的形式，组
建稻米加工企业，实行入社农民享受全产业链盈利分红，社
员人均增收 4000元。

五常市金融业的强力支持破解了农业投入不足和企业
资本运转紧张难题，实现了资金、技术、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
优化配置，从而推进了农业产业链条向更深层次延伸。工商
资本到农村，促进了农村科技和管理人才流动，加快了新技
术的普及，改善了农村集约化经营水平，提升了农业生产的
标准。

五常
金融支持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本报讯（钱玺勇 记者刘柏森）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好
大米，从三亚起航”大米品鉴活动上，延寿县的长寿香米
获评“中国大米十大品牌”之一。

“中国好大米，从三亚起航”大米品鉴活动由首
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坛组委会主办，由美食家、
媒体等人员组成的“品饭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种大米米饭进行试吃品鉴，产自延寿县的长寿香米
和“稻花香”、“绿说龙江”等大米品牌一起入列“十大
品牌”。在随即召开的首届中国（三亚）国际水稻论
坛上，延寿县政府还与三亚市、中米集团一同启动

“寻找中国好大米，从三亚启航，打造百城万店”行
动，并就延寿县“红毛稻”历史及水稻产业优势进行
了推介。

延寿县种植水稻历史悠久，具有 100多年的历史。
延寿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县、国家
级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区，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成为我省优
质水稻主产区之一。

延寿
长寿香米获殊荣

□文/摄 胡春风 魏芳菲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

日前，依兰县学府幼儿园自编自演的一档节目“幼儿说法”
被央视一套入选，该节目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晋级央视“欢乐中
国人”。节目播出后，经网络和微信转发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近期最新录制的“幼儿版欢乐中国人”将在央视一套播出。

记者在依兰县学府幼儿园见到了园长王艳红。她介绍说，
“幼儿说法”节目是由她和 8名小朋友经过为期 20天的编排，在
全国上万节目中经选拔最终进入全国前 100名，节目组又选出

有特色的 50个节目在央视一套播放。参加演出的小朋友们年
龄在 3岁半至 5岁之间，平时在排练中非常能吃苦，经常排练到
深夜。在总决赛中，参赛节目“幼儿版欢乐中国人”从 100个节
目中顺利进入全国前 10名，获得欢乐家庭奖，成为黑龙江地区
唯一入围的节目。

在央视“欢乐中国人”节目舞台上，王艳红园长介绍了她
创办学府幼儿园的初衷。王园长介绍说，她儿子出生 40天后
突然抽搐不止，到医院做 CT后发现孩子颅内出血并积水，医
生诊断为脑瘫。随后，孩子竟然在不吃不喝没有知觉 7 天后
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但频繁的癫痫伴随着今后的生活，3 岁
的时候孩子抽搐得更严重了，大约 7岁时候，病情加重。2009
年，她偶然得知北京一家医院可以治愈孩子的病。做了全面
检查后医生说，治疗需要做半脑切除手术。医生发现，孩子
的左脑特别发达，代替了右脑的好多功能，这都是长期不间
断的学习和训练的结果。孩子很顺利地做了半脑切除手术，
一年后痊愈了，能够上学了，王艳红创造了脑瘫孩子走向校
园的奇迹。

在央视“欢乐中国人”节目中，著名演员宋丹丹在颁奖词
中说：“都说母爱能创造奇迹，她就是奇迹的创造者，面对患病
的儿子，她用爱呵护，不离不弃 18年。创办幼儿园，因材施教，
把欢乐带给社会。因为她坚信，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
只要用心呵护，就一定会听到花开的声音。”

在依兰县学府幼儿园，记者看到了王园长的儿子，他已经
是一个阳光男孩了，对记者告别，他显得非常兴奋：“阳光男孩、
阳光心态，Thank you，噢耶！”

图为王艳红（右四）带领幼儿园孩子们在央视录制节目。

依兰 坚强妈妈爱心创奇迹

本报讯（李忠强 记者白云峰）人民银行尚志市支
行自去年以来大力指导辖区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服务，
累计发放 1.2 亿元信贷有力推动了尚志市奶牛规模化
养殖。

在人民银行尚志市支行的积极引导下，各金融机
构通过对奶牛养殖主体进行财务辅导、增信培育、量
身定做信贷产品、创新融资担保方式等措施提供了全
方位的金融服务，取得明显成效。截至今年 3月末，农
业银行尚志市支行已通过“保证”的形式为尚志现代
牧场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1 亿元；龙江银行尚志市支行
通过“担保”形式为尚志忠信牧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0.2亿元，有效解决了奶牛养殖主体融资难题，推动了尚
志市奶牛规模化养殖。

尚志
1.2亿元信贷助力规模化养殖

本报讯（戚牧 记者刘柏森）日前，牡丹江烟草科
学研究所试验场和示范基地迁至宾县的宾西镇和永
和乡。

牡丹江烟草科学研究所将投资 3000万元在 2个乡
镇建设 3000平方米的综合实验楼、10座建烤房、2栋育
苗大棚，还将辟建 350 亩烤烟实验示范田。宾县近年
来坚持不懈推进“金叶富民”工程，烤烟种植面积、烟
草产量等指标一直稳步提升，去年烤烟种植面积达
30750 亩，烤烟商品量达 9.84 万担，实现全口径税收
3465 万元。牡丹江烟草科学研究所试验场和示范基
地落户宾县，将有力提升宾县的烤烟标准化生产水
平，有利于把全国最前沿的烤烟技术引进来。

宾县
推进“金叶富民”工程

本报讯（杨洪亮 记者刘柏森）农网方正县供电公司
连日来积极采取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开辟绿色办电通道等措施，全力保障农民在春耕期间安
全、优质用电.

方正县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春耕服务队对所辖区
域内农网线路及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协助村
民消除排灌设施用电安全隐患，还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安全用电知识、电力设施保护法规政策等宣传。
同时，公司还派人到田间地头为农户开辟了快速办
电的绿色通道，让农民在春耕生产期间及时用上
电。目前，方正县供电公司各供电所共产党员春耕
服务队共排除各类用电隐患 47 余起，帮助解决用电
问题 25 条。

方正
供电公司多举措保春耕

巴彦两教师创办“国学公益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