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18日 星期二

E-mail:jizhebu2004@sina.com

绥化新闻 责编：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编/版式：金双燕金双燕（（04510451--8465562684655626）） 8

□张鑫宇 陈骁 本报记者 董新英

绥化市积极组织开展 2023 年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系列活动，有效推动和促进国家安全宣传
教育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增强全市干部群众及
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筑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安全屏障。

在 4 月 15 日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
天，绥化市县两级设立宣传站 140 余处，发放国家
安全宣传资料 5 万余份，悬挂宣传条幅、展板 3000
余条（块）。同时，充分利用公众号、短视频平台
等推送国家安全宣传动漫、图解、短视频 200 余
条。

14 日上午，绥化市组织党员干部参观主题展
览，通过观展和观看宣传教育片，让党员干部了
解国家安全的历史性成就、宝贵经验和身边的国
家安全工作。该展览从 4 月 14 日持续到 4 月 28
日，面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群众开放。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少年国家安全意识，绥
化市相关教育部门也积极开展系列活动。14 日，
绥化市第十中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国家安全教育
宣传片，引导学生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国家
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第十
中学党总支副书记王平说：“此次活动为学生们
普及了国家安全知识，让他们从小树立维护国家
安全的意识，增强自我保护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生常
好说：“通过观看宣传片，我明白了国家安全的意
义，以后我会认真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把学到的
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传递给周围人，争做新时代
的好少年。”绥化市育才小学 3年 11班班主任张华
影通过微信群向学生宣传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以
及预防校园暴力等内容，与学生们一起学习国家
安全相关知识。

为大力宣传平安绥化建设工作成果，积极营
造浓厚的法治氛围，绥化市委政法委在 4 月 10 日
至 15 日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同步开展“维护国家
安全·建设平安绥化”主题宣传周系列活动。15
日上午，在绥化世纪华辰商场门前，北林区委政
法委开展了国家安全教育日安全普法活动，通过
现场答疑、发放传单、播放宣传视频等形式，向群
众宣讲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吸引大批市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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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蒋宝栋 本报记者 董新英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咱们‘兵哥直播带岗’
又见面了……”

4月 7日，绥化市北林区就业服务中心“北林就
业大集 兵哥直播带岗”发起人康殿波直播了第 154
期线上招聘会。

“今天直播，有问薪资的、有问工作时间的。这
次直播招聘会，绥化周边有7家企业同时招聘，求职
人数170人，就业意向10人。针对大家的提问，我会
一一回答。”康殿波说。

据介绍，“北林就业大集”举办154期以来，发布
用工企业2018户，计划用工近1.8万人，服务人数50
余万人次。

“我是今年一月份通过‘兵哥直播带岗’介绍来
到这里工作的，现在工作稳定。”绥化市华晨超市配
货员张师傅高兴地说。

北林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殷春鹏介绍，“北林就
业大集”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一个面对面的
对接平台，我们将继续依托这一平台，为企业和求职
人员提供更好的就业创业服务。

除了线上平台，北林区线下就业大集同样热闹。
刚刚过去的3月，“春风送真情 援助暖民心——就业
在龙江”线下招聘会举行，172家企业提供 894个用
工岗位需求，用工人数9482人，涵盖电子科技、生物
制药、食品加工、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23岁的农村小伙张东旭和母亲魏学华是北林
区红旗满族乡红四村村民，打算进城务工。在招聘
会现场，张东旭最后选择了绥化宝山经济开发区的
昊天玉米有限公司，魏学华则看中了城内一家手工
编织企业。

优化程序，让企业招聘简便，让就业人员竞聘顺
利，北林区就业部门通过简化流程、简化手续，使办
事效率提档升级，招聘企业以最快速度公布招聘信
息，用工人员第一时间实现就业。

绥化邮政物流今年急需用工，负责人来到北林
区就业部门职介组，不到一个小时，招聘信息就在

“北林就业发布”公众号上公布。“手续简便还快捷，
不到一天时间我们就招到了14名工人，解决了燃眉
之急。”负责人于经理表示。

殷春鹏介绍，北林区着力创新促就业形式、有效
提高促就业水平，拓展新型招聘求职模式，实施线上
搭桥、线下上岗，线上线下精准对接，让企业与求职
者少跑腿，优化服务环境。同时，北林区就业部门还
与辽宁营口、宁波市海曙区、山东荣成市、浙江新昌
县、苏州工业园区等 5家企业签订了劳务对接合作
协议，将招聘活动发展到域外，为当地劳务输出工作
打下扎实的基础。

北林区
线上线下

精准对接促就业

本报讯（记者董新英）明水县妇联深入乡
村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发展巾帼生态小菜园。

明水县双兴镇双利村是省级巾帼生态小
菜园试点村，以这个村为典型引带，明水县确
定双兴镇双发村、育林乡示范村、崇德镇庆丰
村作为县级巾帼生态小菜园和美丽家园建设
试点村，以试点先行、逐步成线、扩展到面的
原则，广泛动员试点村妇女和家庭，推动形成

“一村一品”“一户一产”。
明水县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前期

到乡镇村屯摸底，根据村民种植习惯和地域
特点，经明水县农业农村局专家指导，他们精
心选购品质优良、效益较高的菜园种子，将种
子送到农户手中，为试点村送去巾帼生态小
菜园爱心种子 600余袋。秋收时节，明水县
妇联将帮助农户搭建供销平台，实现农产品
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帮助农户
实现菜园增收。

明水
助力发展

巾帼生态小菜园

线下招聘会。

本报讯（万希龙 艾欣 记
者董新英）4 月 14 日，2023“中
国国际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
备展览会（简称中豆展SPEE）”
和第六届中国大豆食品节在安
徽省合肥市开幕。在开幕式
上，海伦市委市政府作为此次
展会的特别协办单位作现场推
介。

本次展会以“提升大豆食
品企业活力，扩消费！”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全国上百家大豆产
品和大豆相关企业参展。海伦
市精选参展席位，重点展示介
绍海伦大豆优势、特点和系列
产品，有效展现了海伦大豆与
众不同的产业特色和区位优
势。

展会上，海伦市吸引了众
多参会企业人员的目光。他们
对海伦市域内无大型工业企
业、无工业“三废”污染，被确定
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大加赞叹。徐州一家企
业代表表示，海伦大豆具有高
油、高蛋白、抗倒伏、单产高、粮
质好等特色品质，真心希望能
与海伦市政府达成合作，互利
共赢。

海伦参展企业代表嘉禾
豆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冯

秀玲说：“通过参加此次展会，同一些知名大
豆企业进行有效对接，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对于今后更好地管理企
业，也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海伦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金海峰介绍，
此次展会对海伦市持续叫响“海伦大豆”品牌
具有强大推动作用，同时与全国各地优秀企
业搭建了合作桥梁。下一步，海伦市将围绕
工业地产广泛开展招商引资，多引进像山东
香驰控股这样链主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大豆
生物产业园区，壮大海伦市主导产业集群，用
品牌效应促进高质量发展。

豆制品现场品鉴。
万希龙 本报记者 董新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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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维欣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起垄、刨坑、深施肥、坐水、培土、覆
膜……这一系列操作不仅会提高地温，
让种子更好地发芽，同时也起到防草的
作用。记者走进明水县明新街道办事处
向荣村李春雨家的菇娘地，几十名工人
正分工明确忙碌着，覆膜车、坐水车轰隆
隆作响。

李春雨在海伦有着十几年的种植菇
娘经验，今年第一年引进到明水，他选用
牡丹江优质菇娘品种，菇娘成熟后将销

往沈阳、广东、上海等地。今年预计亩产
3000斤左右，每亩收入可达2.5万元。

据了解，菇娘种植的周期是 3个月，
现种植阶段每天需 50人左右，采摘阶段
每天约需 150人。家住向荣村的纪雪英
说：“在家门口一天就能挣100元钱，活好
干！”黝黑的脸上掩不住灿烂的笑意。

向荣村党总支副书记宋卫东介绍，
该村将持续发挥引带作用，积极打造“一
村一品”“一村多品”的产业发展格局，大
力种植特色作物，促进特色种植产业化
发展，实现村富民强。

深耕特色种植深耕特色种植
描绘增收图景描绘增收图景

4月的绥化，春意盎然、万物复苏。在田间、在棚室，春耕生产画面随处可见，而各地特色种植更成为其
中的靓丽风景线，菇娘、香瓜以及各类棚室蔬菜种植，瓜秧移苗、机械犁地，棚室添了绿色，大地现出生机。

□霍永祥本报记者董新英

随着气温渐渐回暖，大棚
移栽香瓜幼苗进入黄金期。
在肇东市昌五镇昌盛村生态
农业园区内，160 栋连片棚室
种植的“老味香瓜”迎来首批
次瓜秧移苗。抢抓农时巧打
时间差移栽，香瓜抢鲜上市又
拉近一步。这为今年农业提
质增效、农民增收创收孕育出
新希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
活水。

在昌盛村生态农业园的
棚室香瓜种植基地，十几名妇
女挖穴、下苗、培土、浇水，把
一棵棵瓜苗有条不紊地移栽
在垄距间，让一垄垄翠绿秧苗
整齐“列队”。“我们现在进行
的是第一批定植，去年种植两
批，市场供不应求，今年计划
种植 5到 6批。第一批瓜预计
在 5 月下旬就能成熟，今年的
数 量 和 质 量 一 定 要 赶 超 去
年。”昌五镇昌盛村生态农业
园区技术员曹刚信心满满地
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个
园区首批移栽了 10 栋大棚香
瓜秧苗，每批次移栽将间隔 10
到 15 天，分批次错峰移栽瓜
苗，不仅使香瓜成熟期有序错
开，还可以保证每茬香瓜都卖
个好价钱。

“有这个基地真好，像我在
家门口蔬菜园区干活儿，不离
家不离屯，一天能挣 120元钱，
早晨7点开始晚上5点收工，中
午还免费供顿饭，家里种地干
活都不耽误。”昌盛村农民赵万
芝说。

目前，该园区香瓜远销北
京、上海、广东等地，初步形成
了生产区域化、种植规模化、
产品标准化、销售品牌化的产
业发展格局。

“现在采购我们香瓜的回
头客越来越多，手上握着订
单，今年香瓜种植大棚比往年
又增加了 60 多亩。今年备战
香瓜采摘节，我们做好了准
备。”昌五镇昌盛村生态农业
园区园长马洪波介绍说。

据了解，该生态农业园依
托延长特色香瓜产业链，提
升生态田园价值链，做精做
优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不
仅“老味香瓜”闯出了自己的
特色品牌，还形成了生产、包
装、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实
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突出完善“互联网+旅游+休
闲+销售”的营销模式，立足
直播、电商、礼品盒以及在大
商 场 免 费 品 尝 等 宣 传“ 延
链”，迅速打开市场，提升了
品牌知名度，成为远近闻名
的“农游”新地标、新兴“网
红”打卡地。

近年来，昌五镇昌盛村从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入手，
以发展“一村一品”大棚果蔬
产业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农民
致富新赛道，拓宽农户增收渠
道，做强做大做优棚室香瓜特
色产业。如今，大棚果蔬产业
不仅为种植户找准了致富方
向，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也
成为乡村游的目的地。

肇东市围绕特色蔬菜产业
链，推进蔬菜产业区域化布局，
加快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目
前，肇东市轮换种植棚室叶类、
果类等蔬菜大棚达到 9840个、
日光温室达到23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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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睿格 田野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这段时间，每天天不亮，安达市安达
镇胜利村村民王相增就在自家的蔬菜棚
室忙活起来，采摘、打捆，一捆捆鲜嫩的油
菜摆放整齐，等待装车送往市场销售。

作为棚室蔬菜种植“老手”，王相增种
植温室大棚已经 30多年了，每年他都抢
抓最好时节育苗、栽苗，确保蔬菜提前上
市，卖个好价钱。王相增说，去年种大棚
赚了10多万元。

与王相增一样，胜利村村民马桂芝也
是远近闻名的棚室种植大户，在马桂芝家
的暖棚内，黄瓜、柿子、芹菜等蔬菜绿意盎

然，长势喜人。
“种棚室蔬菜有16年了，现在我家有

1栋温室、4栋大棚，一年能赚 10 万元左
右！我种的这些蔬菜每到采摘时候就
打包销售到市场，根本不愁销路，有的
时候还不够卖呢！”提起自己多年用辛
勤汗水浇灌出的“暖心”事业，马桂芝喜
笑颜开。

产业兴则农民富，产业发展是有效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保障。近年来，安达市
紧扣产业纽带，将加快种养殖产业结构调
整作为促振兴、促发展的重头戏，大力发
展以特色种养殖为主的特色高效产业，助
力乡村振兴。

现 场 2

现 场 3
明水 菇娘下种正覆膜

覆膜覆膜。。孟维欣孟维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新英董新英摄摄

棚室香瓜种植。 霍永祥霍永祥 本报记者 董新英摄

坐水。 孟维欣 本报记者 董新英摄

棚室秧苗棚室秧苗。。
霍永祥霍永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新英董新英摄摄

安达 棚室蔬菜已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