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城市洮北区：

检修农机备春耕 打好生产“主动仗”
城市晚报白城讯 人勤春来早，

农机备耕忙。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为保障农机具在春耕生产中高效利
用，连日来，白城市洮北区各农机合
作社紧锣密鼓开展农机具调试检修
工作，努力打好春耕备耕“主动仗”，
助力全年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3月15日，笔者在青山镇佳元种
植专业合作社看到，各类农机具一
应俱全，合作社的农机手正在检查
维修。“发动机是否正常，液压系统
和油路是否畅通，电路是否有故障
……”技术人员逐一排查后，对症下
药，确保故障早发现、早解决。据合

作社负责人介绍，合作社在做好机
械检修、保养和调试等工作的同时，
已经购买完种子、化肥等农资产品，
确保春耕工作如期顺利进行。

农机检修是保证春耕顺利进行
的首要条件，为切实服务好春耕、春
种生产，洮北区农机管理总站组成
党员先锋服务队深入各乡镇的农机
大户、合作社帮助和指导农机手保
养、调试和检修旱田旋耕机、精播
机、拖拉机、插秧机等各类农业机
械，努力提高农机作业的组织化程
度及机械利用率，为春耕农机生产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同时，还

向各乡镇负责农机维修的合作社和
广大农民讲解农机知识，传授各类
农机的维修、保养方法等，进一步提
升农户的农机操作和维护水平。

今年，洮北区将有4.9万台农机
具投入春耕备耕作业。截至目前，
已完成各类农业机械检修1.67万台，
预计于3月下旬全部检修完毕。洮
北区农机管理总站将多方发力，多
种方式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活动，加
大农机操作和驾驶安全宣传，有效
预防和消除农机事故隐患，切实为
农业生产安全有序进行做好坚实保
障。 何贤亮

城市晚报白城讯 乡村
振兴，产业是核心。近年
来，通榆县乌兰花镇依托得
天独厚的畜牧资源优势，坚
持把养牛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特色支柱产业。政府推
动念牛经，干部发动出牛
力，养殖户带动使牛劲，干
群合力发牛财，走出了一条
小规模、大群体，良性循环
的牛产业发展之路。

在乌兰花镇春杨村李晓
波家，育肥牛、犊牛、孕产
牛、能繁的母牛等120多头
牛被分圈饲养。李晓波说：

“这几年，政府对养殖户的
扶持政策不断加大，我们养
殖户抓住这个契机，改变过
去粗放经营的管理模式，变
散养为精养，靠养牛一定会
过上‘牛’日子。”

李晓波家只是全镇肉牛
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乌兰花镇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着力提高肉牛综合生产
能力，切实抓住产业兴旺的

“牛鼻子”，做好乡村振兴这
篇“大文章”。先后出台了
加快发展肉牛产业的相关

配套措施，加大奖励扶持力
度。依托全省“千万头肉牛
工程”对肉牛品种改良、圈
舍建设、贷款贴息、母牛增
量扩繁等环节加大扶持力
度，激发了肉牛产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

在打好政策“组合拳”
的同时，镇党委、政府加强
引导，创新养殖模式。积极
与金融部门合作，先后引进
养殖贷款专项贷款产品，拓
宽肉牛养殖农户和企业融
资渠道，为肉牛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注入了金融“活水”。

通过政府引导、资源整
合、科技助力、金融护航等手
段持续发力，乌兰花镇肉牛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截至
2023年末，乌兰花镇肉牛养
殖主体公司、家庭农场、专业
合作社、50头以上养殖大户
共170家，肉牛存栏数达1.4
万头，产值接近8000万元，
全镇肉牛产业呈现整体推
进、稳步发展、蓄势勃发的良
好态势，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

李桂华 李国凡

通榆县乌兰花镇

发展肉牛产业 推动乡村振兴

城市晚报白城讯 在白城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生活和学习中有困
惑的学生，都会到同一个地方去，解
开一把把束缚自己心灵的“锁”，这
里就是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社区心灵驿站。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社
区心灵驿站建于2023年9月，设置在
学生公寓内，主要与学生进行谈心
谈话和为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做好
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百米”
工作。学生只要有困惑，就能就近
找到学校的心理辅导员，来帮助自
己缓解压力，解疑释惑。

一名2023级男生，3年前被诊断
为抑郁症。最近，辅导员与他沟通
时，发现他情绪波动严重，遂与他进
行深入交流和耐心的谈心谈话，并
运用心理咨询技巧，使他的情绪得
到了缓解，目前情绪稳定，后期会跟

进治疗。
还有一名2022级学生，与母亲

存在母女关系僵化的问题。为帮助
解决问题，心灵驿站为这对母女设
置了代入感和共情感极强的场景，
并进行了深入沟通，使二人进一步
拉近了关系。仅用1个小时，就解决
了母女关系僵化的问题。

心灵驿站还发动学校师生共同
帮助心理存在困惑的同学，在开展
活动时组织他们参与其中，进一步
拉近与同学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增
进彼此感情。

半年来，心灵驿站帮助学生近
60人。心理筛查、排查特殊人群、主
动约谈……该校全力做好一项项工
作，打造最贴心的心灵驿站。

据了解，心灵驿站是白城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
询中心的一部分。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咨询中心成立于2015年9月，个
体咨询室、治疗室、宣泄室和音乐治
疗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中心每年为
5700余名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每年进行5次讲座和多次培训，每年
还进行8次拓展训练，每年个体咨询
近200人次。中心全天开放，学生可
通过预约方式进行心理疏导，心理健
康教师随时上岗。中心还曾到白城
市残联、白城市公安局和洮北区教育
局等单位进行心理健康讲座；为全市
初中生做心理健康筛查，受众人群达
7000余人，倾情服务社会。

给无处安放的心一处慰藉之
所，给焦虑不安的心一个温暖的
家。在这个“家”中，学生们放下顾
虑，走出焦虑，抬眼远望蓝天，拥抱
灿烂阳光，解除内心羁绊，享受美好
生活，追求和创造自己的美好人
生。 记者 李政孚 杨航

给学生一个温暖的“心灵之家”

城市晚报白城讯 日前，
由白城市总工会、国网白城
供电公司工会联合打造的
白城市首家“职工共享驿
站”在白城供电公司城区输
变电运检和带电作业中心
正式揭牌启用，旨在通过提
供常态化、普惠性精准服
务，进一步提升职工幸福指
数。

该驿站集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职工书屋、职工
食堂、职工健康自测室、职

工健身活动室等多个服务
阵地于一体，配备10余个自
测医疗设备和急救医用器
械、药品，配置健康科普、心
理辅导等书籍302册，为职
工提供基本医疗急救、健康
自测、心理咨询等20余项共
享服务。同时，站外还可为
职工提供衣物清洗、家政服
务、心理咨询、体育锻炼、美
容美发等多项生活消费折
扣优惠。

记者 张赫

白城市启用首家“职工共享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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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在春
耕备耕关键时期，白城市各
地金融机构强化“三农”服
务，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农
户送去金融“及时雨”。

近日，白城市组织召开
金融支持备春耕生产专题推
进会，指导银行机构围绕备
春耕、粮食收购等方面，加大
政策倾斜和信贷支持力度。
同时，开展备春耕资金需求
调查，精准研判资金需求量，

目前全市备春耕资金需求约
为45亿元，已筹集并投放33
亿元，支持农户8959户；启动
送“贷”上门专项行动，深入
乡村受理群众贷款申请，简
化业务办理流程，优化审批
效率，进一步提高了农户获
贷效率；支持粮食购销、加工
龙头企业入市收购，拓宽农
民售粮渠道，现已累计投放
粮食收购贷款3.58亿元。

记者 张赫

金融服务提质效 助力备春耕生产

城市晚报白城讯 前不久，镇赉
县水产管理总站相关人员走进镇赉
县哈吐气蒙古族乡及镇赉县庆江种
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了主
题为“水产服务进村屯 科技入户促
春耕”的活动，旨在通过科技入户的
方式，为当地农户提供实用的水产
养殖技术，助力春耕生产，推动稻渔
综合种养快速发展。

在哈吐气蒙古族乡，各村党组
织书记、包村干部和农民代表50余
人参加了水产总站技术人员围绕稻
渔综合种养及稻田成蟹养殖技术开

展的培训。技术人员结合当地实
际，从稻田选择、田间准备及生产计
划、苗种选购等方面进行了具体指
导，并现场解答了农户们关于技术
常识和种养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在庆江种植养殖农民合作社，
技术人员结合稻田养殖“大眼幼体”
越冬的生产管理，现场帮助养殖户
解答咨询稻田养殖相关技术常识和
各个环节的技术要点。合作社理事
长孟庆江说：“县水产总站的技术员
到合作社送科技、送服务，为我们今
年发展稻渔综合种养提供了充分的

技术服务保障。”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县委、县政

府发展水产业战略，县水产管理总站
年初以来就强化了水产养殖技术推
广服务。他们有针对性地为渔民及
渔业合作社提供春季渔业越冬生产
服务，对有测水需求的渔民开展下沉
服务，现已为养殖户泡塘越冬溶氧安
全检测59次，并指导越冬后期管理。
同时，通过送科技下乡、科普大集等
活动，为养殖户发放稻渔综合种养水
产养殖技术实用手册1000余份，让
科技知识深入人心。 王岩

水产服务进村屯 科技入户促春耕
日前，通榆县八区街道团结社区联合开通镇永青中心卫生

院在团结社区辖区举行“我为群众办实事，送医送药送健康”义
诊活动。本次就医问诊共服务老人、残疾人20余人次，免费发
放各类药品价值1000余元，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家就享受到了
优质医疗服务。 陈宝林 摄

为 促 进 学 龄
前儿童综合素质
发展，减轻部分家
长看护孩子的压
力，镇赉县镇东街
道团结社区统筹
辖区内资源，积极
搭建公益辅导志
愿服务平台。他
们邀请大学生志
愿者科学合理辅
导孩子们开展素
质拓展、益智游戏
等活动，深受家长
欢迎。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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