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社员正在插秧。 �����/�潘晟昱 王凯 摄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日， 由吉林省农业科
学院水稻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
课题———东北中部稻区优质高效丰产耐冷水
稻品种筛选及其配套栽培技术项目在镇赉县
大屯镇顺利实施。 针对镇赉气候、土壤特点，
项目今年将继续开展 35 个优质水稻新品种
的筛选与评价工作。

据了解， 由吉林省农科院水稻新品种研
发、 盐碱地种稻改良项目研究在镇赉县已经
开展了 30年，成功推广了长白 9、长白 22、吉
粳 88、吉粳 803 等多个优质水稻品种，为吉
林省西部水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

负责人马巍副研究员介绍说：“本次在镇
赉县重点试验和推广的优质新品种‘吉粳
816’ 是从 200多个筛选品种中脱颖而出的。
该品种于 2018 年审定，2019 年在镇赉县试
种成功，经生产实践跟踪调查，‘吉粳 816’适

合镇赉县的气候和土壤， 该品种不仅丰产性
好，同时还具备米质优，食味好，氮肥利用率
高等优点。 ”

今年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预计‘吉粳 816’品种水稻种植面积将达
到 150公顷。 为了更好地指导该品种的大面
积种植和推广，项目在该地区相续应用了“一
抢三替”、氮肥减量后移、减肥适密和节水精
准灌溉等一系列关键配套机械化栽培技术。

镇赉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任志国介绍说：“‘吉粳 816’水稻品种
于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两次获得全国优
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奖， 是目前吉林省
唯一两次获得金奖的粳稻品种。‘吉粳 816’
属于圆粒香型，抗病、抗倒，丰产性好，收购价
高，合作社社员种植积极性高，今年镇赉县种
植面积可达到 6000公顷以上。 ”
/�陈偲聪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日，记者来到洮
南市福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经过测量
体温、扫“吉祥码”后，随游客一起走进
产业园内。

在产业园里，随意走进一座温棚，
满眼都是绿意盎然的景象， 眼下产业
园 44 栋温室大棚内的草莓和圣女果
长势喜人，迎来了采摘期。在草莓大棚
内，一股香甜的草莓味扑鼻而来，鲜红
的果实在翠绿叶片的掩映下， 显得格
外诱人。

据福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主
任尹凤翥介绍， 该产业园占地面积 63
公顷，是打造集种苗繁育、新品种研发、
农田观光、果蔬采摘、家庭农场、休闲旅
游、餐饮住宿等为一体，一二三产业融
合的现代农业产业观光园。 目前，园区
内 44 栋暖棚主要种植丹东 99 草莓和
圣女果供游人采摘。 产业园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风景宜人，年接待游客近万
人次，可实现年产值 1500万元。

随后， 记者来到位于福顺镇温保村
胜利屯的果然美油桃专业合作社，记
者看到，绿油油的茂密桃叶下，一个个
红彤彤、 沉甸甸的油桃挂满了枝头。
忙着打理油桃多余枝叶的合作社经理
宋辉告诉记者：“这个油桃大棚已经
种了 5 年， 现在来看果实生长的很
好， 一棵桃树大概能摘 5 公斤左右油
桃，再过 10 天就可以大规模采摘了，
一公斤能卖 30 元左右， 光油桃就能
有五六万元的收入。 ” 他随手摘下一
个成熟桃子对记者说：“我种植的油
桃都是绿色无公害的。 ” 他又向记者
介绍：“我还种了一栋黑霸王李子大
棚，6 月份就成熟了，采摘时期一公斤
能卖到 40 块钱。 ”

福顺镇副镇长习正义向记者介绍，
目前福顺镇域内现有建成暖棚 103 栋，
面积 139.16 亩， 连体冷棚 2 栋， 面积
22.5 亩，冷棚 191 栋，面积 130.76 亩，
这些大棚的建设为引进、推广、发展林
果蔬产业提供了种植优势。 近年来，福
顺草莓、 黄桃等种植显示的经济效益，
也吸引越来越多的福顺镇农户乐于发
展林果蔬经济，为全镇林果蔬经济发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

/�记者 张芙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6 月 3 日， 白城市小学
五六年级和初中非毕业年级学生分批次、分
时段返校上课。

当天，洮北区明仁小学的老师们早早来到
学校，在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后，等待即将回
归校园的学生们。 早上 7时许，已有学生佩戴
口罩陆续来到校门口， 家长们也积极配合学
校工作，将孩子送到指定地点后马上离开。 学
生按照地上设置的通行路线标识， 保持一米
以上安全距离，有序进入校园，经过教学楼入
口和班级门口两次体温检测， 确认没有异常
方可进入教室。

据明仁小学校长魏海岩介绍，在正式复课
之前， 学校将制作的疫情防控演练视频发给
家长， 让学生提前熟悉开学后在学校的一日

常规和一日流程。 同时，对师生的行程、健康
状况进行彻底排查， 保障师生员工健康安全
入校。 在开学的第一天和第一周中，学校会结
合小学生年龄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 在教学
内容上，以学生身体健康、心理疏导和学生的
行为习惯养成为主。 一周以后再逐渐进入到
学习状态， 并严格遵循教育部的要求安排教
学。

7时 40分，记者来到白城市第三中学。校
园广播里传来校领导的亲切问候。 教室内，学
生们身着校服、佩戴口罩，端坐在书桌前，认
真聆听校方叮嘱。 随后，各个班级根据实际情
况，从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健康、安全教育、一
日常规等方面进行了开学第一课。

据该校副书记王诗涛介绍， 疫情防控期

间学校实行封闭管理， 并严格执行错时错峰
上下学原则，保证学生有序离开和进入校园。
每日安排专人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 保证校
园环境安全健康。 在操场上设立三个年级的
活动区域，安排专职人员在操场、厕所等重点
的区域引导学生有序活动， 保证学生在活动
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

据悉，为保证学生有序复课，学校提前组
织教师进行集体备课。 在集体备课中对学生
的学情进行了精准的分析， 保证线上授课和
线下授课相衔接。 教师通过在课上对学生的
学习情况进行检查， 有针对性地按照教学计
划进行授课， 确保学生已经掌握线上学习的
重点内容后再讲授新课程。

�����/�记者 朱晴 实习生 王晓彤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初夏的通榆大地生机勃
勃、活力无限。 乡村在变美、产业在变强、群众
在变富……一幅幅脱贫攻坚的壮美画卷令人
振奋。

开通镇跃进村村民孙井付夫妇正在自家
的大棚里忙活着， 大棚里的香瓜长势正旺。 "
党的扶贫政策让我们吃穿不愁、看病不难，还
扶持我们种大棚，发展庭院经济。 现在，家里
有了稳定的收入，不光脱了贫，日子也越过越
亮堂……" 孙井付说，他从没想过能过上今天
这样的好日子。

4 年多的精准扶贫，让通榆摘掉了国家级
贫困县的帽子。 从群众脸上洋溢的灿烂笑容
里，我们看到了众志成城摆脱贫困的精气神。

“生命线”工程圆了群众安全饮水梦
打开水龙头， 看着源源不断涌出的自来

水， 通榆县最偏远的向海蒙古族乡红旗村幸
福屯的村民们笑得合不拢嘴。 过去，由于位置
偏远，水资源匮乏，井水含氟量超标，幸福屯
57户村民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喝上一口纯净
的自来水。

村民代红说：“现在自来水通到家里了，你
看这水质多好。 ”

长期以来，受地理条件影响，通榆县部分
农村饮水中铁、锰、氟等物质严重超标，成为
致病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9 年 5 月，通
榆县把饮水安全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生命
线”工程，推出了“建、改、防、清、治、管”六项
综合性举措，开展了为期 60 天的农村饮水安
全“大会战”，一举实现了供水保障率和水质

合格率“双百”的目标。 通榆县还创新管理机
制，对水源井实行乡镇统一管理，实施市场化
运作，聘请专业队伍进行维护。

2019年 8月， 在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作
视频会上，通榆县作了典型经验介绍。2019年
9 月，国家水利部在专项检查时，对通榆县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特别是在运维管护的
机制体制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

“应改必改、一户不落”圆了群众安居梦
崭新的住房整齐划一、 笔直的道路伸向

远方，走进改造后的通榆县各村屯，眼前呈现
的是一幅幅美丽的新农村景象。

鸿兴镇花园村贫困户张文武多年来一直
居住在破旧不堪的泥草房里，房漏雨窗透风。
2019年在扶贫政策的支持下， 老张住上了崭
新的大瓦房，同时又顺利脱贫，老两口心里甭
提多高兴了。

张文武说：“去年我和孙子一家共同享受
国家危房改造政策，将房子盖到了一起。 做梦
也没想到不花钱还能住上这好房子。 ”

张文武的孙媳妇李月说：“感谢党的好政
策，让我爷能有这样安居乐业的晚年生活。 ”

住房安全，事关群众饥寒冷暖，关乎脱贫
攻坚成败。2016年以来，通榆县牢牢抓住农村
危房改造政策机遇，累计实施危房改造 22554
户，仅 2019 年就完成改造 7223 户，实现了应
改尽改。 同时，对 2595 户历年除险加固房屋
进行了多轮排查，问题逐户整改销号，群众满
意度持续提升。 在 2019年 9月召开的全省住
房安全保障工作推进会议上， 通榆作为两个

先进县之一作了典型经验介绍， 工作成效得
到了省政府和住建厅的一致认同。

“庭院经济”圆了群众致富梦
曾经的贫困户，如今的富裕户。 苏公坨乡

天利太村天利太屯村民刘志， 在扶贫政策和
包保干部的扶持下，摆脱了贫困，日子越过越
红火。

刘志说：“第一书记给我出主意， 让我发
展庭院经济———养猪。 今年已经卖了六七十
头，现在一年纯收入能达到八九万元了。 我希
望养猪的规模再大些， 将来能带动周边的老
百姓共同致富。 ”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 减少返贫的
治本之策。 通榆县按照产业项目全覆盖原则，
采取“自主经营”“合作经营”“托管经营”3 种
模式，按照“一个责任书、四个合同”的规范要
求， 着力发展农业产业项目，2016 年以来，实
施种养殖和庭院经济等产业项目 189 个。 特
别是 2019 年，通榆县在发展庭院经济的基础
上，采取“以奖代补”模式，发展庭院经济总户
数 14828户，种植面积 27808 亩，实现户均庭
院增收 2500元。

在团结乡建设完成“生猪养殖园区”，带
动全县所有贫困户增收， 其中脱贫户和一星
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 320 元，二、三星贫困户
每户每年增收 640 元。 在边昭镇建设蔬菜棚
膜产业园区，目前，已与天意公司签订了租金
为 60 万元的租赁协议， 带动边昭镇 1732 户
贫困户受益。

��/�戈驰川 张磊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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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小学五六年级
初中非毕业年级开学

温室果蔬俏争鲜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亮堂”
———通榆县脱贫攻坚工作走笔

国家水稻重点研发计划
在镇赉大屯顺利实施

随着汽车走进千家万户，驾驶人最
关心的莫过于开车有没有交通违法，
部分驾驶人由于平时驾驶习惯不佳、
违法记分较多又想逃避驾考学习，于
是想到了买分卖分的“歪门邪道”，这
也给部分不法人员可乘之机， 挖空心
思来兜售分数。 买卖记分、代替处罚严
重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 一直
以来都是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严防严控严打的重点。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汽开
大队民警查获了一起卖分行为。 据长
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汽开大队民警田
一介绍，5 月 20 日，在长春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汽开大队业务窗口， 一名女子
办理违章，民警在网上比对，发现事发
时开车的司机并不是这名女子， 而是
一名男司机。 民警在对女子的询问过
程中，女子对车型和车号、在哪里违章
都不清楚。 民警怀疑其可能在用驾驶
证替他人扣分， 遂将其移交辖区派出
所做进一步调查。

在辖区派出所的进一步调查中，女
子供述自己经朋友介绍，使用驾驶证、
身份证在汽开大队为两辆车处理违
章。 目前，该女子因使用自己的驾驶证
替他人处理违章的违法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
以罚款 300 元的行政处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长春一女子卖分
被交警罚款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