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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加快交通强市建设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晚报白城讯 千古百业兴，
先行在交通。近年来，白城市以交
通项目建设为载体，大力实施交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提升交通
运输一体化服务水平，全面打造现
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
交通强市，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持续完善国省干线。目前，完
成国道龙东公路立交桥至吉蒙界段
等2个养护项目，序时推进国道珲阿
公路与平齐铁路、国道嫩双公路交

叉改造等3个新改建工程，稳步实施
国道嫩双公路通榆绕越段等2个续
建项目，进一步健全立体交通体系。

着力建好乡村公路。投资6.95
亿元，完成乡村畅通工程766公里。
2024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66公
里，改造危桥5座，实施安防工程77
公里，持续建好“四好农村路”。

巩固提升城区道路。结合开展
城市更新行动，打通市区内8条“断
头路”，有效改善交通出行状况。落
实“街路长制”，持续抓好城市道路

养护。全面改造提升城市出入口，
着力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城市道路
交通安全顺畅。

稳步加强运输服务。完成客运
线路公交化改造18条，新增公交线路
2条，推动市区126辆运营公交车全部
实现智能支付，入选“国家公交都市
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城市。完成3个
县级客运站“客货邮”融合升级，建成
乡镇运输服务站48个、农村物流服务
点563个，镇赉县成功入选交通运输
一体化示范县。 记者 张赫

城市晚报白城讯 人无
信不立，业无信不兴。近年
来，国家税务总局白城市洮
北区税务局高度重视纳税信
用体系建设，树立诚信纳税
的价值导向，为企业发展赋
能添力。该局曾获全国“青
年文明号”、省级“文明服务
窗口”称号、区级“三八红旗
集体”等荣誉称号。

“连续获评A级纳税信
用，让我们在公司遇到急、难
涉税问题时，得到了税务部
门一对一即时办理，提升了
办理涉税事项的效率，在开
展业务方面，客户对我们更
信任，业务洽谈更顺利。”连
续3年获评A级纳税信用等
级的国药控股白城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助力诚信纳税企业“轻
装快跑”，该局采用窗口受理、
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
件的涉税办理方式，为纳税信
用等级为A级的企业开辟了
绿色通道，办理业务更便利。

据了解，国家税务总局
白城市洮北区税务局秉承守
信激励的工作思路，不仅“政
策找人”进企业宣传辅导税
收优惠政策，持续为纳税人
缴费人提供专业化、精准化、
个性化的涉税服务，围绕纳
税信用等级A级纳税人的激
励措施，积极营造知信、用
信、守信的优质服务环境。

他们加强纳税信用建
设，持续健全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制度，助力企业健康
诚信发展。 记者 杨航

强化纳税信用建设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年
来，镇赉县紧紧围绕省委、省
政府“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建设工程利好机遇，突出
重点强举措，推动肉牛产业
全链条发展并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

加大科技帮扶重点企业
力度，助推肉牛产业发展。
镇赉县紧紧依托我省“三区
人才”计划，积极邀请中国农
业科学院特产所动物疫病防
控团队研究员和骨干，深入
镇赉县吉天然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对春防期间肉牛饲养、
重大动物疫病、环境消毒及
生物安全等进行现场指导，
并对肉牛免疫疫苗进行了检
测，同时进行鼻拭子和粪便
采样监测，为疾病发生提供
预警。

强势推进肉牛“四化”建
设，助推肉牛产业发展。加
大“良种化”建设，利用省财
政肉牛增量大县奖补资金，
大力实施肉牛冻精补贴政
策，将冻精保存、运输、液氮
损耗、人工费用纳入县财政
预算。2021年以来，累计使
用冻精45000剂，人工改良
42000 头。目前，入统繁育
员35人、繁育改良站（点）25
个。加大“规模化”建设，推
动建设万头规模养殖场 1
个、千头规模养殖场8个、百
头规模养殖场175个、百头
以下养殖户1755个，现已形

成头部企业引领、“小规模大
群体”支撑的多层次养殖模
式。加大“精深化”建设和

“品牌化”建设，总投资1.43
亿元的镇赉县农牧业产业孵
化园（一期）项目已基本完
成，10万头肉牛屠宰加工项
目将于 2024 年 8 月投产运
行，现已推出“和合牛”系列
商标11个。

加快构建工作机制，助
推肉牛产业发展。镇赉县紧
紧围绕发展目标，层层分解
任务，强化健全工作机制，构
建横向部门“多点”联动，纵
向县、乡、村“三级”推动的运
行机制。县委、县政府班子
成员及主要领导采取“包保
调度、一事一议、现场办公”
等方式，统筹研究部署，协调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形成推
动肉牛产业发展的强大合
力。

加快农牧循环综合利用
能力提升，助推肉牛产业发
展。镇赉县积极研究秸秆消
纳、资源整合，深入落实秸秆
饲料化利用制度，实行动态
管理，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
到41.03%。全力抓好粪污资
源化利用，出台绩效考核、统
筹推进等一系列实施方案，
大力打造绿色发展路径，全
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7.24%，实现了畜禽养殖与
环境资源的和谐统一。

记者 李彤君

镇赉县多举措加快肉牛产业发展

城市晚报白城讯 人勤春来早，
三月备耕忙。今年洮南市黑水镇的
西瓜种植户们提前一个月进入春
忙，眼下正积极开展大棚西瓜嫁接
等备耕工作，为新一年西瓜丰收增
产打好基础。

在洮南黑水西瓜产业园大棚
内，绿油油的西瓜幼苗长势喜人，技
术人员正采用“贴接法”有条不紊地
切割、嫁接西瓜幼苗。她们动作娴
熟，只需5到8秒就能完成一株西瓜
苗的嫁接，两名技术人员一天可嫁
接4000余株。

嫁接结束后，技术人员还需用
塑料薄膜对西瓜嫁接苗覆盖，在提
高温度和湿度的同时提升嫁接苗的
成活率，20天以后便可移栽定植。

“嫁接培育的西瓜苗根系发达，
抗病力强，产量较高且所产西瓜味
道更加甜美，我们已经嫁接了十几
万颗西瓜苗，长势良好。”技术人员

介绍。
“西瓜一般的轮作年限是八到

十年才能种一茬，通过嫁接技术，一
年就可以种两茬，连续多年种植也
没什么问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黑水镇副镇长（挂职）陈庆东
说。

今年是瓜农王金贵种植大棚的
第3个年头，随着大棚种植技术的不
断进步，他每年都能种植出高品质
的早晚西瓜和各种叶菜，实现一年
三茬的高效种植模式。

“我从2022年8个大棚，发展到
今年的25个大棚，收入非常可观，
有不明白的地方镇里和村里就会找
技术人员帮我们解决问题。”王金贵
说。

现代化农业生产中，掌握农业
技术至关重要。黑水镇黑水村村书
记白金日介绍，吉林省蔬菜花卉科
学研究院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在

惠长敏研究员的指导下，瓜农的技
术不断提高，瓜苗、西瓜苗的育苗逐
年提前。

2022年以来，黑水镇充分发挥
西瓜产业园西瓜大棚种植优势，引
进先进的嫁接种植技术，以合作社
为引领，坚持统一农资、统一种植、
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采摘、统
一销售的“六统一”模式，不断做大
做强西瓜种植产业，让西瓜种植成
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

“甜蜜产业”。
据了解，洮南市是国家西甜瓜

产业体系示范县，洮南黑水西瓜产
业园现有种植大棚48栋，主要开展
西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
今年除种植西瓜外，产业园还种植
了香瓜和少数其他种类的瓜果，目
前香瓜苗正在移栽定植，西瓜、香瓜
等瓜果预计5月末相继成熟上市。

殷哲宇 张磊

洮南：黑水西瓜“嫁”出好“钱景”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进
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充分
发挥庭院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作用，通榆县新
华镇充分利用农户庭院面积
大的优势，做实“小庭院”发
展，认真谋划部署，助力乡村
振兴。

专题研究部署，党委政
府统筹推进。召开专题党委
会议，进行整体规划布局，研
究制定全镇《2024年发展庭
院经济工作方案》，确定“一
村一品”特色村，健全领导组
织，明确分工，压实责任，确
保各村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下好全镇“一盘棋”。

坚持因地制宜，各村分
类落实推进。组织班子成

员、包村干部全部到村，与村
“两委”、驻村工作队共同研
究庭院辣椒发展事宜，针对
农户经营能力、劳动能力等
差异，分类进行扶持，力争实
现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
济全覆盖，庭院户均收入达
到3500元以上，提升农户收
入。

入户走访宣传，惠农政
策落实好。为使党的惠农政
策落到实处，新华镇115名镇
村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宣传
产业庭院经济的好处，倾听
百姓诉求、解答群众关注的
难点问题，与群众一起制定
增收计划、算经济账，激发群
众参与庭院经济发展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曲艳红 赵婉欣 陈宝林

“小庭院”助力“大产业”

城市晚报白城讯“聂君老师讲
的课接地气，让咱们学到了不少玉
米水肥一体化和辣椒高产新技术。
内容不枯燥，大伙都乐意听。”前几
天，在镇赉县建平乡康平村希有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里，农民们津津
有味地听着县供销合作社组织的培
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培训邀请了白城市供销干部学
校老师王欣和推广研究员聂君以及
市农业农村局园艺特产科长王长
新。他们分别就玉米高产技术和庭
院经济辣椒的种植技术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讲解。聂君的课程尤为受到
大家的欢迎，他结合实际案例，用幽
默风趣的语言，将复杂的玉米水肥
一体化和辣椒高产新技术讲解得通
俗易懂。

合作社理事长王希有坐在培训
班前排，听得入神、记得详细。他表
示，通过培训自己对有机玉米高产
技术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合作社增
产增收充满了信心。

“培训旨在引导广大农民利用
良种、良法的技术，获得更科学的种
植方法和管理经验，有效提高玉米
和辣椒的产量和品质。”县供销合作

社副主任孙世民介绍说。农民素质
的提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他
希望通过这样的培训活动，能够激
发农民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

王希有多年前通过职业农民培
训，萌生了种植有机粘玉米的想法。
2015年他成立了合作社，2018年成
功注册“鹤香粘”商标，有机玉米产业
步入品牌化、正规化、规模化发展轨
道。2019年，“鹤香粘”鲜食玉米正式
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社员们的收
入逐渐增多，1公顷粘玉米能有10万
元以上经济效益。随着“鹤香粘”品
牌发展壮大，有机玉米产业对周边的

带动效应逐渐凸显。截至目前，合作
社有社员21人，带动周边脱贫户30余
户。近年来，希有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先后获得全国绿色无公害示范基
地、中国质量监督合格红榜单位、全
国绿色有机农产品重点推荐企业等
称号，王希有获全国建设新农村领军
人物等荣誉。

“今年，合作社预计种植8公顷
有机粘玉米，专家给出的‘金点子’
将付诸实践，努力在180吨产量基础
上实现再突破。”王希有对今年的农
业生产充满信心，期待能够取得丰
收的好成果。 潘晟昱 田宏 文/摄

合作社里的掌声

城市晚报白城讯 当前正值春
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为保障春灌用
水和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白城市各
级水利部门紧紧围绕春季农业生产
实际，早安排、早行动、早部署，及时
开展春检春修，科学制定灌溉用水

计划，确保春耕备耕灌溉用水管理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白城市水利局成立工作组，深入
灌区检查土壤墒情，分析研判灌溉用
水形势，科学制定用水计划。今年，市
本级3个大型灌区计划灌溉农田40.79

万亩，用水9000万立方米。同时，该
局组织各地开展水利灌溉工程春季
维修养护工作，目前已投资18.55万
元，维修水源井1751眼、柴油机1584
台、水泵1969台，确保水利灌溉设施
设备正常发挥效益。 记者 张赫

白城市水利局加强农业生产用水保障

王希有在检查农机具王希有在检查农机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