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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文/摄 本报记者 周静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放暑假了，孩子们一天就知道疯
玩儿，上辅导班又得一笔支出，功课我
们又不懂，咱工作队能不能给孩子们辅
导一下？”“没问题。”近日，铁力市工农
乡新华村村委会格外热闹，不时传出朗
读声、提问声、欢笑声。

驻村工作队在入户走访中发现，脱
贫户刘香的儿子、儿媳均在外务工，他
和老伴在家带读三年级孙女，辅导孩子
功课十分吃力，而存在这一情况的家庭
不止一家。看到这样的现状，驻新华村
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黄继江与队员们
决定利用每周二到周四的业余时间，发
挥自身所长辅导孩子们功课，引导他们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懂得尊老爱幼，激
励他们爱家乡、爱祖国，让他们坚信知
识可以改变命运。

辅导村里留守儿童做功课，为村里
孩子当“家教”这一举动得到了村民一
致好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铁力市工农乡新华村：

驻村工作队
当起村里“家教”

工作队队员正在授课工作队队员正在授课。。

桦南紫苏
香飘神州

更多“数说
龙江好味道”精
彩报道，扫二维
码看吧。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唐海兵

近日，一场篮球赛在讷河市六合镇
前程村的村民广场前鸣锣开赛，村民篮球
队的队员精准扣篮，赢得阵阵叫好声。村
民告诉记者，自从有了村民文化广场，村
里就热闹了起来，不但成立了篮球队，驻
村第一书记还领队去市里参加比赛呢。

“怎么样，我们村民的球技不错吧！”
刚走下球场的齐齐哈尔大学驻讷河市六
合镇前程村第一书记范晓峰热情地跟记
者介绍，这处村民广场占地面积达 3500
平方米，以前是一片泥土地，“刚驻村时，
我发现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单调，
与邻村热热闹闹的开展广场舞、秧歌赛、
篮球赛、排球赛形成鲜明对比。”范晓峰
在与上级党委沟通后申请到资金，2021
年 8月将这片泥土地建成了村民广场和
村民活动室。

“范书记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了书，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还带动同事们加入
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来。”六合镇前程村党
支部书记齐振刚说。

于是便促成了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青年教师读书会开展“大手牵
小手，同心跟党走”党史进校园活动及爱
心捐赠活动，多位教授在秸秆利用、大球
盖菇种植等方面给予技术支持……高校
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的价值正在彰显。

讷河市六合镇前程村：

高校第一书记
带来文化振兴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村民活动室村民活动室。。

同江市卫华村：

助力蜂农
打造“甜蜜”事业

□本报见习记者 梁金池

8月，在“2022第二届桦南紫苏节”发布
会现场，香气缭绕的紫苏茶、紫苏月饼、紫苏
烧烤等各色产品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紫苏是一种特殊香型蔬菜，因其丰富
的维生素、生物类黄酮矿物质著称，是卫生部
首批颁布的 60种药食两用植物之一。”桦南
县农业农村局药材办负责人秦志民介绍，作
为中草药，紫苏的茎、叶、种子均可入药，有解
表散寒、抑菌解毒、镇咳化痰、理气安胎之功
效，可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作为食品，紫苏
可以制作成上百种美味佳肴，生产出种类繁
多的保健食品和功能饮料。在我国很早便有
了紫苏入馔食的记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因其巨大的营养和经济价值，紫苏深
加工产品不断受到健康人士的欢迎。

桦南县位于长白山余脉完达山山麓，生
态环境良好，自 1953年便有人工种植紫苏，
种植历史悠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
一套机械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的经验体系。

“得益于世界稀有的北纬黄金黑土带和
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双重加持，我县生
产的紫苏籽质量兼优。经检测，α —亚麻酸
含量最高达 69.2%，迷迭香酸含量为 0.37%左
右，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桦南县连续三年
被评为全省中药材基地建设示范县，2018年

‘桦南紫苏’成为国家地理标识。”秦志民说。
近年来，桦南县委、县政府将紫苏产业

作为特色经济发展战略项目，高度重视紫苏
产业发展。目前桦南县紫苏种植面积约 10
万亩，紫苏籽产量达 8000余吨。有紫苏精深
加工企业 3家、初加工企业 1家，产品开发已
从单一的冷榨紫苏油发展到包含美容、保
健、食品、调味品等十大系列 120余款产品，
打造了“紫津坊”“仙紫”“会亮”“黑森”等多
个著名品牌。

“桦南县以打造全国高端北药供应基地
和东北地区紫苏集散中心、区域交易中心为
目标，致力于将‘桦南紫苏’打造成桦南的城
市新名片，同时叫响‘全国紫苏看龙江，龙江
紫苏看桦南’的金字招牌。”秦志民说。

“省农担公司是全国首批建立的省
级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2015年成
立至今，已与省内 12家银行签订业务合
作协议，担保业务覆盖全省，累计为全省
29.67 万户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贷款担保
710.39亿元，占全国 33家省级农担公司
总规模的近十分之一。在保余额、累计
担保等指标位居全国农担体系第二位。”
谭志强说，“下一步，我们将在全省复制
推广这种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终身责任制”全环节覆盖
前不久，大庆市肇源县四方山村与和平村的巷道建设项目先后竣工。没掏一分钱，“泥水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们笑逐颜开。

“多亏有衔接资金，俺们才能修上路！”村民们口中的衔接资金，就是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培育壮大等都涵盖在内。

那么，这部分钱如何监管？找个有责任心的“账房先生”是关键。为此，黑龙江省乡村振兴局于2022年 4月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强中
央、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方向）项目监督管理的九条意见（试行）》（简称“监管九条”），全
环节实行项目终身责任制。记者近日来到大庆，走访了被省里点赞的肇源县。

如何管好用好中央、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黑龙江从“监管九条”破题

“按照衔接资金项目‘监管九条’要求，本
人对项目立项环节负总责，承担项目立项的科
学性、可行性终身责任，现郑重承诺……”

这是迟维喜在《衔接资金项目终身责任承
诺书 (立项环节)》上多次阅读过的字句。身为
大庆市政协副主席、肇源县委书记、县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今年先后在 19个项目立
项环节承诺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负责本县年度衔接资金项目审批工
作，并负责督促履行村申报、乡审核、部门论证、县
批复的立项审批程序。”迟维喜介绍，按照项目资
金“监管九条”实施意见要求，肇源县实施项目在
立项环节均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订。

“除了守住项目入口关，还要严把资金使用
关。”2022年肇源县利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实施项目共19个，目前均已开工，其中产业
项目 4个，补贴类项目 6个，基础设施类项目 7个，
其他类项目2个，资金投入超过7600万元。

走进肇源县肇源镇四方山村，一条全新铺
设完成的巷道映入眼帘，设立在一旁的蓝色告
示牌引起记者注意，项目名称、中标价格、建
设、施工、设计及监理单位等信息全部公开。

“四方山村巷道建设项目工程建设长度 2
千米，道路宽度 4.5米，混凝土路面达 9000平方
米。在建设环节，我们完全按照立项时确定好
的建设规模和内容动工。”松原市华隆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金宝说。

作为施工单位，王金宝的公司已同项目建
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单位一起签署了项目建设
环节责任承诺书。单位法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和建筑物设计使用年限内，承担相应的终身责任。

肇源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殷广程介
绍，项目开工后，要在项目实施地点设立项目
公示牌，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中标价格、监理单位名称和法
人等信息，而资金将按照项目进度进行拨付，
通过采取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的方式，实地
检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公示情况显示，目前
和平乡和平村巷道建设项目、肇源镇巷道建设
项目已完工，资金拨付率均达到 80%，剩余资金
待审计结算后拨付。

立项：
严把项目入口关
资金使用关1

2

“肇源县 2022 年实施的项目，也会
签订使用环节的终身承诺书。”项目完工
并不意味着结束，将项目管护好、运营好
同样重要。对此，殷广程进行了解答。

如何管护？
资产产权单位、县级政府、运营单

位、监管部门的法人，将在建筑物和设施
设备设计使用年限内，按照职责承担资
产后续运营相应的终身责任，签署项目
使用环节终身责任承诺书。

怎样运营？
实施“一项目一档案”原则，档案中

包括项目立项批复、工程开工、项目进度
等要件。建立项目运营台账，实时对项
目运营情况进行监督，避免出现资产闲

置，不得随意处置资产。
“产业项目需明确收益分配方案，收

益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壮大村
集体经济，增设公益岗，提高脱贫户就业
率和人均收入，进而提高产业项目联农
带农效果。”殷广程说。

“只有终身追责,才会有终身负责。”
省乡村振兴局财审处处长吴丽艳说，这
一制度将进一步规范衔接资金使用和管
理，明确相关单位及负责人在各环节、各
层次中的责任，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地进
行衔接资金项目的后续管护运营，让衔
接资金项目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为龙江
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县（市、区）对使用衔接资金实施的
经营性和公益性项目，要在立项、建设、
使用等环节建立项目负责人终身责任
制。

在立项环节，按照“谁签字、谁负责；
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项目审批人为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立项的科学性可行
性承担终身责任。

在建设环节，项目建设单位对项目
的进度及验收负总责，建设单位项目负
责人、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
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
承担相应的质量终身责任。

在使用环节，项目资产的产权单位
对后续管理运营和持续发挥效用负总
责，县级政府、项目施工单位以及资产监
管部门（乡镇）、产权单位的负责人共同
承担项目管护运行终身责任。

项目负责人发生变动，应及时办理
责任人变更手续。各环节相关负责人均
应签订项目终身责任承诺书，并装入县
级衔接资金项目档案，报市（地）乡村振
兴局存档。

——节选自《关于加强中央、省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方向）项
目监督管理的九条意见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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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乡村振兴资金难题

“政担”协同探索

17日，黑龙江省农
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下简称省农担公
司）和齐齐哈尔市人民
政府联合签署了《协同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合
作协议》，探索“政担”
合作金融助力乡村振
兴的“鹤城样板”。省
农担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谭志强表示，双方
将在支持保障粮食安
全、完善协同支农体
系、提升财政支农资金
效益、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等方面，开展维度
更广、层次更深、效果
更实的全面合作，“此
次签约是我们与地市
级政府首次协同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今
后将以此为起点陆续
与省内其他地市政府
深化合作。”

“以前贷款都是先往银行
跑，现在用‘直通车’申请真是
太方便了。”作为“信贷直通
车”活动启动后的首批“乘
客”，依安县国民现代农业生
产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葛
淑敏感慨道。

2021 年 5 月，农业农村部
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活
动，省农担公司根据国家农担
公司发布的相关指导文件，迅
速吹响“专车”冲锋号，省内 72
家分支机构快速集结。截至
2022 年 7 月，黑龙江全省 2261
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功搭
上“信贷直通车”，担保支持金
融 8.41亿元，授信率 59.9%。

齐齐哈尔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唐海波深有感触地说：“协议签署
后，将会使我们的合作更加广泛。不仅
会使我们的授信群体增加，金融贷款额
度增加（最高的单笔贷款将达到 300
万），全方位合作还对整个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省农业担保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陈维忠介绍，协议签署后，省农担公司将
积极参与齐齐哈尔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围绕全市“两大一小”三个产业、

“四个农业”、“五个一体化”全产业链建设、
乡村“六项行动”等重点工程，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金融杠杆作用，为
齐齐哈尔市农业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搭上“信贷直通车”农民直呼“太方便”

“政担”携手后振兴更有力

“政担”协同
可在全省复制推广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桦南紫苏桦南紫苏。。

政策链接：

建设：
落实主体责任
深化公示公开制度

使用：
守好管护运营关 提高联农带农效果

“ 样板”

项目公示牌项目公示牌。。

已建设完成的四方山村巷道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成的四方山村巷道建设项目。。

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卫华村的蜂
蜜今年喜获丰收，卫华村驻村工作队全员
化身蜂蜜推销员，通过村投公司运营，打
造“玖屯”品牌，助蜂农发展“甜蜜”事业。

在街津口赫哲族乡卫华村，村民路
庆山正在收蜂蜜，今年的蜂蜜销售问题
已经解决，让他心中的一块大石落了
地。而在往年，就算丰收了，路庆山也只
能通过亲戚朋友帮着卖一点，没销路的
蜂蜜成了他的“甜蜜负担”。2021年驻村
工作队通过走访了解到村里蜂蜜滞销的
情况后，与村两委研究解决办法，决定成
立村投公司，设立品牌，打通销路。通过
村投公司运营，统一收购卫华村养蜂散
户的蜂蜜，进行产品包装销售，形成了自
己的“玖屯”品牌。

为了巩固提升蜂蜜品质，村里还采
购了浓度检测仪器和罐装机器，不仅节
省了人工罐装的时间和成本，也提高了
产品品质和卫生质量，好产品让他们更
有底气。

不仅是蜂蜜，卫华村利用村投公司
将村里蘑菇、木耳、白菜等农产品也进行
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收入的 30%用于村
集体资金，70%返回给村投公司的投资
者卫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年底给加入
合作社的村民分红，使村民的小菜园变
增收园，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同江市
积极探索“村投公司+N”的方式，全力发
展乡村产业项目，使同江市走向了振兴
发展的广阔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