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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开幕还有

24天

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篇一
个人在日本奈良偶遇梅花鹿，与
这种可爱的小动物和谐互动的
文章。于是，禁不住心向往之。

梅花鹿——大自然赐予人
间的美丽精灵，它的家不只在
日本，中国·吉林·东丰，一个被
称为“鹿乡”的小县城，同样是
它繁衍生息的地方，人工繁育、
驯养观赏型梅花鹿，也是东丰
县自 2017年以来，着力破解的
课题。

2019 年 7 月 23 日，在东丰
县委宣传部同志的带领下，记
者前往东丰西城区花海，希望
在那里与人工驯养的梅花鹿来
一次久违的邂逅。

夏花绚烂，夏草葳蕤，置身
在如锦似画的景致中，正恍兮
惚兮，十几只漂亮的梅花鹿突
然闯入画面。

只见这些温驯的小家伙萌
萌的、帅帅的，站在碧绿的草地
上，像斯斯文文的绅士淑女，又
像顽皮可爱的淘气萌宠，一会
儿低头嗅嗅脚下的草叶，一会
儿又跳起身跑向远处的花海，
当真如精灵落入凡间，童话般
美妙。

随行的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东丰县早在清代初
期即被开辟为盛京围场，史称

“皇家鹿苑”。200 多年前，东
丰县已首开人工养殖梅花鹿
之先河。“东丰梅花鹿”被列为

中国文化遗产，并授权东丰梅
花鹿养殖和利用东丰梅花鹿
为原料生产的商品、食品、药
品及保健品使用中国文化遗
产标志。

200多年人工驯养历史，听
上去似乎要比奈良的梅花鹿公
园历史悠久的多，却不知是否
如奈良梅花鹿那般与人亲密无
间、友好互动。

游人中，一位小女孩儿大

着胆子走到一头小个子尖耳朵
的梅花鹿旁，悄悄摸了摸小家
伙湿漉漉的鼻子，大概是觉得
痒痒了，这头小鹿竟然钻到小
女孩儿怀里蹭了几下，小姑娘
乐得合不拢嘴，双手抱着鹿的
脖颈大声喊着：奶奶快看，它不
怕我。一旁驯鹿的阿姨也笑起
来，告诉小女孩儿：它喜欢你。

女孩儿的奶奶一边给孙女
拍照，一边和记者聊起来，我姓

王，是长春市朝阳区的，放暑假
了，儿子开车拉着一家人来游
花海，没想到居然看到了这些
人工驯化的梅花鹿：“别说孩子
高兴，我们这些大人也是头一
回见，原来这小东西长这么漂
亮，还这么可爱，看我孙女乐
的，前几年领她去北京看大熊
猫都没这么高兴。”

和梅花鹿的这场意外的相
逢令王阿姨一家人欣喜异常，

而这得益于东丰县畜牧局的大
胆探索和尝试。在东丰县梅花
鹿科技服务中心，负责人林哲
旭告诉记者，2017年 3月，为提
高梅花鹿的观赏价值和观赏水
平，县畜牧局组织开展了“人工
驯养观赏型梅花鹿”课题研
究。当年，他们引进了 40头纯
种梅花鹿进行人工喂养、驯化，
到今年已经引进第三茬鹿了。
随着技术的成熟，这些鹿已经
能够与游客零距离接触、拍照、
抚摸、喂食等，并且在仔鹿成活
率、育成达标率、疫病监测、活
体采血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填补了我国观赏型梅花鹿
驯养技术标准的空白。林哲旭
说，自2018年起，他们多次进行
梅花鹿散放试验，收得了良好
效果，接待游客达10万多人次，
成为东丰县梅花鹿文化旅游又
一靓丽风景线。

林哲旭说，8月份，政府投
资在南照山森林公园建设的梅
花鹿观赏园即将开园。该园占
地面积 16万平方米，采取圈山
围栏方式，建设了游客与鹿互
动广场等相关配套附属设施。
届时，他们中心的167头经过驯
化的梅花鹿种鹿、公鹿、仔鹿，
将分期分批放到山上，游客可
观赏、喂饲，也可以与之交流互
动，希望通过人与鹿亲密接触，
在展示鹿乡特色的同时，宣传
鹿乡，宣传东丰。

“丰城的鹿、鹿的丰城”之

久 违 的 邂 逅
本报记者 王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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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丰县黄河镇文福村七组，是
黄河镇精心打造的标准示范屯。
文福村临近东那公路，交通便利，
基础设施较好。这里民风淳朴，村
民勤劳善良。

不久前，为了积极响应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号召，村民们开始主动
拆除自家不规范的仓房、厕所、旧
栅栏、大门、院墙等影响村容村貌
的建筑物，并自愿按照镇政府统一
设计，主动无偿让出临近巷路的院
子或园子 4米宽，供项目规划打
造。如今的文福村，建设整齐划
一，标准化玉米楼、新修浆砌的石
沟渠、48盏太阳能路灯、正在修建
中的2处绿化景观和水系景观赫然
呈现，新建的400米艺术围墙还将
绘制上东丰特色的农民画……这
里即将成为东那公路线上的一道
靓丽风景。

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东丰县黄河镇力求点上突
破、线上带动、面上覆盖，全面发
动、整体推进。

变废为宝。黄河镇以集市革
命为切入点，形成示范辐射效应，结
合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着力打造安
商富民的商贸重镇。为彻底解决占
道经营的集市问题，黄河镇党委政
府与黄泥河村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通过实地踏查，分析集市位置、交通
条件、客流量等因素，决定将合同到
期的镇果仁厂改造成集商贸、休闲
两用的文化广场。市场正式投入使
用后，已有110余户商贩通过抽签
方式选择经营摊位点。同时，聘请
专人对市场进行正规化管理。在非
大集时间，这里也成为附近居民茶
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场所，进一步丰
富了农民群众的业余生活。据了
解，明年，这里还将对场地进行硬覆
盖，完善配套设施，更好为黄河镇百
姓提供经商、休闲、文化环境，切实
完成“集市革命”。

在黄河镇凤阳村，记者了解
到，村里依托“一六八”专业农机合
作社，将非公企业党组织“百企进

百村”活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支部引
领、企业助力、包保帮扶、党员带
头、村民受益”的卫生整治新路子。

带好头，作表率。为了充分发
挥凤阳村党支部堡垒作用，号召村
民共同建设美丽乡村，村党支部召
开了9次村组干部会议，投入资金

25万元，设立微景观5处，出动人工
800余人次，车辆330余台次，清理
小广告 180多条，拆除违章建筑 1
个、农户围栏13处、闲置房屋6个，
清理越冬垃圾25吨，治理桥头及河
流共6处。同时，实行村党支部包
组、村组长和党员联户的工作机
制，广泛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

任区，明确无职党员管护员，带头
示范推动柴草垛集中堆放点管理、
美化微景观维护工作。为积极探
索创新帮扶模式，让“一六八”合作
社发挥作用，在柴草垛迁移工作
中，村党支部决定每户给予资金补
助500元，并无偿提供机械100余
台次，积极引导群众主动配合，使

农民群众成为环境卫生整治的重
要参与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此
外，东丰县人大还切实发挥“结对
百村千户”帮扶作用，为凤阳村绿
化公路8公里、栽植柳树2500棵，
提供日常管护经费，确保“机关林”
栽植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胜村作为黄
河镇的贫困村，在这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战役中，预计在今年年底实
现脱贫出列。据了解，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中胜村
积极向上争取项目，投入80万元绿
化美化道路 3.79公里、栽树 3500
株、花草1.5万株，修缮桥洞60座，
新安装太阳能路灯60个。在“六清
一改”村庄清洁行动中，中胜村走
在全镇前列。为了以崭新的村容
户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中胜村采取“党员干部带头、
签订倡议书、以贫困户为重点、全
村齐行动”的方式进行院落清理，
还评选出了150户美丽人家，为贫
困村出列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以镇域地图为基础，黄河镇制
作了“两清”行动作战图，上边附有
21个村的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该
村的“两清”工作完成情况，内容由
各村每周更新一次，为的是更好接
受各级监督，各村成绩有了对比，
改进的步伐更快了。

“我是党员我带头，我是村民
我承诺。”在黄河镇，各村与村民签
订了倡议书，制定村规民约，探索实
施德治、法治、自治，严格落实“门前
三包”，改变群众生活陋习，以房前
屋后环境整治全面推动全村的环境
清洁，打造美丽家园649户。

坚持以东那线、足一线2条主
干公路为基轴，黄丰乡路为辅助，
黄河镇将环境卫生整治与“四好农
村路”建设相结合，按照一米边沟、
一米植树台、一米路肩的标准，彻
底清除路障。投资3250万元对福
山、中胜等10个村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投资150万元对镇内13条、
总长度 51.85公里的公路进行维
修，解决黄河镇农村公路畅返不畅
问题，推动全镇环境卫生治理延伸
到每一个角落。

村 美 路 宽 人 心 齐
——黄河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探索出新路子

本报记者 张莹莹

本报讯（记者 张莹
莹）上半年，全市就业服
务系统紧紧围绕省、市
就业创业工作部署要
求，坚持以实现更高质
量和更充分就业为目
标，以实施“就业服务效
益年”活动为载体，坚持
就业优先、聚焦精准发
力，不断推动就业创业
工作高质量发展。

通过完善稳就业政
策体系，支持创业带动就
业。广泛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实施精准就业扶
贫，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及
全方位提升公共就业服
务水平等举措，推动了我

市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
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局
势稳中向好，取得了时间
过半、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均超额完成的显著成果，
开创了我市就业创业工
作新局面。

城镇新增就业稳步
增长。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12913人，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 86.1%，同比增
长 1.39 个百分点，城镇
登 记 失 业 率 控 制 在
3.43%以内。困难群体
就业成效显著。全市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970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 65.7%，同比增长 3.2

个百分点，全市就业困
难人员实现就业 1689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 56.3%，同比增长 3.11
个百分点。农村劳力转
移就业稳步推进。全市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63153 人，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96%，同比增长
1.32个百分点。创业资
金扶持显著增强。全市
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5131 万元，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 61.8%，同比增
长 45.35个百分点，解决

“ 零 就 业 家 庭 ”比 率
100%，零就业家庭动态
归零。

上 半 年 我 市 就 业 创 业
工作目标任务均大幅完成

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夸夸咱村新变化L

本报讯 年初以
来，龙山区以打造

“美丽庭院、干净人
家”为抓手，由表及
里、由外而内，深化

“美丽家园”创建，推
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深入到村屯
里、深入到庭院中。

完善工作顶层
设计。制定《辽源
市龙山区 2019年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将创
建“美丽庭院、干净
人家”列为重点工
作任务，建立了“区
级抓统筹、乡（镇）
抓落实、村组具体
实施”的工作机制，
明确和细化美丽家
园 清 洁 卫 生 庭 院
美、窗明几净室内
美、植树栽花景色
美、身心健康生活
美、文明和谐村庄
美的“五美”标准及
各部门包保任务。

深入宣传广泛
动员。推动美丽家
园创建与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相结合，印
制创建“美丽庭院、
干净人家”倡议书
20000 余份、创建标
准 宣 传 单 3000 余
份，制作条幅宣传标
语 60 条、宣传展板
24块，在各乡（镇）、
村临街和村部显著
位置张贴悬挂，号召
动员广大干部群众
迅速行动起来，积极
投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美丽家园创
建工作中，争做改善
家居环境的先行者、改变不
良陋习的带头者、守护美丽
家园的监督者。

组织实施创建评比。6
月29日，由龙山区妇联牵头，
在各行政村间组织开展了美
丽家园创建工作“互看互学
互评互比”交叉检查打分活

动，营造人人参与的
浓厚氛围，激发各村
争先创优意识，促进
创 建 工 作 水 平 提
升。活动中，各行政
村对标对表美丽家
园、干净人家“五美”

“五净”创建标准，交
叉检查、相互打分、
学习先进、查找短
板、共同提升。

加强技能培训
指导。邀请众合瑞
家的家政讲师深入
各村，采取技能知识
讲解、实际操作演
练、现场互动教学等
方式，就家居清洁方
式方法、需注意细节
以及防护措施等内
容，为每户家庭提供
家居清洁培训和实
用技巧点拨。

积极开展志愿
服务。充分发挥妇
联、团区委等群团组
织作用，组织机关志
愿者、巾帼志愿者、
青年团员志愿者，开
展“保护绿水青山、
龙山在行动”环保志
愿系列活动，先后两
次到寿山镇国庆村、
工农乡銮驾山等地
捡 拾 沿 途 白 色 垃
圾。7月初，组织巾
帼志愿者到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中打扫
庭院、整理居室，并
帮助清理运送生活
垃圾，引导其养成良
好生活习惯。

随着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不
断深入和广大干部
群众卫生文明意识

的逐渐提高，龙山区乡村将
以其表里如一的“村容”和内
外兼修的“村貌”，成为展现
龙山区乡村面貌形象、促进
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吸引城
市居民休闲度假的重要窗
口、有力推手和良好去处。

（孙思萌 金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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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镇文福村七组路边在搬迁柴
草垛原址上栽植的花草。

◀黄河镇中胜村三组村民周本河家
的美丽庭院。 本报记者 夏景明 摄

梅花鹿与游人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张建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