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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拉练活动见
闻B

本报讯（记者 高琳）6月12日，在
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的特色种植产业
园内，一名主播正在网上直播销售他
们栽培的多肉植物。眼下，这些多肉
正通过网络渠道，源源不断地销往全
国各地。

记者走进种植园，可以深切地感
受到这种小植物的独特魅力。近千株
多肉植物被种植在小花盆中，按品种
排列得整整齐齐，一盆盆肥硕细嫩的
多肉形态各异、晶莹剔透，十分惹人喜
爱。

据碾山村第一书记王金波介绍，
多肉种植园区是西安区灯塔镇特色种
植产业园一期的扶贫项目。园区占地
面积一万平方米，共五栋大棚，2018
年建成后承租给经营商，经营商每年
向村里支付 10万元承包金。项目建

成当年，全村 104 名贫困户全部脱
贫。作为东北较大规模的多肉种植园
区，现有 1000余个品种，十万余盆多
肉植物，线上线下均有销售，宝岛台湾
也有合作方。

多肉植物一年四季都在生长，长
期需要人来看管，这为全村提供了不
少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
人干不动体力活，相比之下管理多肉
更加轻松。与此同时，园区还为有养
殖意向的村民免费提供培训指导，教
会农民技术，增加农民收入。

正忙着给多肉浇水的张久婷大姐
对记者说：“原来在袜厂做拣配每天只
能挣 30多元，如今不用外出打工，在
园区每月就可以挣2000多块，不仅帮
补了家里开销，最重要是来回上班只
要几分钟时间，足不出村就能赚钱。”

“多肉经济”带富一方乡邻

本报讯（记者 侯辰豫）6月12日，
记者在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看到温室
大棚里的多肉造型各异、憨态可掬。
主播正在通过网络直播把多肉植物销
往世界各地。据碾山村第一书记王金
波介绍，这里是碾山村扶贫创业特色
种植产业园项目基地。多肉，让该村
脱贫致富。

近几年，多肉植物凭借萌萌的体
态、超高的颜值，俘获了大批花友的
心。作为花卉界的新宠，种植多肉植
物同有着巨大的商机。2018年，碾山
村在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土地上
新建了5栋温室大棚，经过多方考察，
与承包商合作，其充当“科技指导员”
的角色提供技术支持，并且每年承租
5栋温室大棚，为碾山村带来 10万元

的经济收益。其中，收益的 60%给贫
困户分红，40%用于壮大村集体经
济。通过种植多肉，曾经有69户贫困
户的碾山村，当年全部脱贫。随着脱
贫形势向好，现今，收益的 40%分红，
60%用于壮大村集体。目前，项目基
地种植多肉1000余种、10万余盆。

种植多肉不仅让碾山村脱贫致富，
还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5组村民张
久婷从特色种植产业园项目建设开始
就在这儿工作，每天负责浇水、栽花、打
包。张久婷说：“以前在外打工一天才
能赚三四十块钱，现在在这儿一天能赚
八十块钱，工资翻了一倍。以后在家门
口就能奔小康，再也不用出门打工了。”
谁能想到，小小的多肉植物如今成为了
碾山村脱贫致富的宝物。

碾山村种植多肉脱贫致富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乡村全面
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
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在
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可以说，只有
产业作支撑，农村经济发展才能实现
农业增效、农村变样、农民受惠的成
果。

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
上来，这是农村脱贫致富、乡村振兴
的治本之策。在我市西安区调研中
不难发现，一些贫困村通过引进多种
产业，实现了农民增收致富，激发了
农村发展活力，加快了乡村振兴步
伐。西安区碾山村第一书记王金波
介绍，通过多方考察，碾山村引进观
赏植物，重点发展多肉植物种植产
业，并与吉林省东霖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合作，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
村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西安区
灯塔镇金河村第一书记王靖波也毫
不落后，在多肉产业不远处建起了不
受室外温度限制的全自动大棚，教村
民种瓜技术，带村民一起致富。百姓
增收，纷纷对两位书记竖起了大拇

指。
乡村振兴，根基在产业振兴、关键

靠人特别是新型农业人才。如今，产
业有了，如何把农村人才留住，是我们
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充分的人才保障，需要各级政
府加大相应扶持力度。要强化人才支
撑，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
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
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
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
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
伍。这样，既有产业又有人才，相信我
市农村将会大变样。

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的发展目标，要狠抓产业振兴这个关
键，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升村民收入，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可持续发
展。要加快推进村庄整治工作，加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把农
村建成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为推动
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保障，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

推进产业发展 加速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咸凯慧

·评论·

本报讯（记者 徐楠）6月12日，记
者在西安区大青山综合开发项目中心
看到一处宽阔的跑马场内，骏马驰骋、
铁蹄生风，不少马术爱好者们在此远
离城市的喧嚣，亲近宝马、放松身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马术作为一项与马相关的运动，早已
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时尚。历史也
可证明，马术运动锤炼出马背民族强
健的身体和进取性格。马的呐喊，生
机勃发；马的驰骋，激情四溢。马术运
动不但能有效治疗“办公室综合征”、
强身健体，还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
潜藏的自信，增强人对复杂环境的应
变能力，纵马狂奔所产生的啡肽类物
质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欣快感，缓解都

市人群孤独和压抑的情绪，愉悦身心。
马术爱好者们对马术文化的崇

尚、对高规格学习氛围的追求，使得我
市首家资质齐全的专业马术俱乐部应
运而生，爱马人士纵情驰骋的愿望得
以满足。

辽源市尚骏马术俱乐部总经理刘
佳宁告诉记者：“随着马术运动的不断
普及、发展，越来越多的马术爱好者加
入此项运动。专业的马术培训机构拥
有系统的马术教学、专业的马术教练、
齐全的马术装备、完善的安全措施和
优质的服务态度，可以帮助马术爱好
者更加系统、全面、完善地增加马术知
识、提升骑乘技术、了解马术运动、传
承马术文化。”

跃马扬鞭：感受马背上的快乐

本报讯（记者 刘彬）6月12日，记
者走进西安区灯塔镇金河村扶贫特色
种植园的大棚里，村第一书记王靖波
指着一片生机蓬勃，结着香瓜的一排
排瓜秧说，建设一个扶贫特色种植园
当年就脱贫，有了来钱道，以后就不发
愁了。

金河村是西安区的省级建档立卡
贫困村，全村有贫困户42户，贫困人口
80人。为帮助这个村实现脱贫，长远
发展，2019年，西安区利用扶贫资金为
该村建了一个占地面积13593平方米，
建筑面积4560平方米，5栋现代化温室
种植大棚，作为扶贫产业的主要项
目。一年能种两茬香瓜，还能再种有
机蔬菜，可实现贫困户和村民务工500

余人次。为更好地起到标杆和引领示
范作用，带动全村种植业发展水平，将
大棚委托给技术力量雄厚的辽源市东
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每年承包
费10万元，收益的40%以分红的形式，
按贫困等级分三个档补贴给贫困户，
确保脱贫攻坚兜底保障“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其余60%作为壮大村集体经
济收入，兴办公益事业。2019年，特色
种植园的收入使金河村摘掉贫困村帽
子，42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如今的金河村产业建起来，把每
户贫困户镶嵌在每一个产业链里，让
越来越多的贫困村民享受到“产业红
利”，使脱贫成果稳得住、稳得久，共同
走上致富之路。

金河村建特色种植园当年就脱贫
有了来钱道 年年不发愁

本报讯（记者 刘红娇）“我当了一
辈子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过去是
靠天吃饭，忙活一年剩不下几个钱；现
在，土地流转，让收入有了保底，想多
赚钱就去打工，想休息就在家打理小
院，日子美得很。”今年67岁的马金田
站在自家庭院里，笑得很是舒心。

说到这些年的变化，马金田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来钱道儿”多了。农民
种地赚得是辛苦钱，忙活一整年每亩
也就能得个六七百块，若是赶上年景
不好或市场波动，能捞回本都谢天谢
地了。现在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得
到的分红与农民种地所得收益差不
多，也没了风险。人力闲出来了，家里
的每个劳动力都可以再打一份工。不
管在村子里的合作社就近打工，还是
到城里找活儿都行，只要人不懒，就能
赚到钱。

马金田家周围环境变好了。政府
开展的各项环境整治工作，让马金田

所在的富强村找回了当年的山清水
秀。村民流转出去的土地有部分建成
了涵养林，不仅让村民的饮用水水质
跟着提升、保护了流经富强村的仙人
河，地里产出的果子还为村里增加了
就业和收入。

马金田一家的生活质量提高
了。为了让农民居住环境变好，村里
请来了长春的设计师，不用大拆大
建，减少原料和建筑垃圾，却让每一
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马金田家的小
院还因为他打理得好，被评选为四星
最美庭院。原本他家对面的独一户
农房搬迁后，也被村里改建成小凉
亭，成了村里老少爷们聊天时最喜欢
的去处。

有钱赚、住得舒心、环境又好，马
金田一家的日子越过越美。而他也只
是众多辽源农民的一个缩影，在奔小
康的路上，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马金田，
过着各自的幸福生活。

过去靠天吃饭 现在享受人生

六旬老农马金田日子越过越美

本报讯（记者 宋淞）“让我变成
美丽的骏马，和你驰骋在天涯，一起
守护古老的传说和神话……”合着
《天蓝蓝》动感的旋律，在海一样宽
阔的草原纵马驰骋，是每个人心中
的梦。6月 12日，记者来到我市新增
添的一处特色旅游文化场所——尚
骏马术俱乐部。在这里，久居城市
中的工作族，在家门口就可以秒变
马背上的狂野战士，远离城市喧嚣，
释放本真的自我，去感受疾风、追赶
雄鹰！

尚骏马术俱乐部所处位置幽静、
清新，避开拥挤喧嚣的车流、人流，这
里如同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跑马
场上，穿着设计时尚、做工考究的骑
马装，黑色长靴加头盔，帅气又潇洒
的跑马爱好者正在心无旁骛地接受

教练的指导。
尚骏马术俱乐部是我市一家比

较正规的马术俱乐部，专业的教练、
完善的装备、专门的场地，现有英纯
血、阿拉伯、温血、蒙古热血等专业教
学马匹24匹，还有为会员及普通市民
提供骑马体验、马术指导和小朋友马
术培训等项目的 6 名国家级马术教
练。

辽源马术协会会长刘佳宁说：
“在当下紧张繁忙的生活中，骑马成
了健康生活的新时尚，越来越多的人
爱上了这种自然的运动方式。骑马
不仅能提高人的敏捷度与协调性，锻
炼体魄、美容瘦身的同时，还能培养
出高贵优雅的气质。尚骏马术俱乐
部愿发展体育运动精神，服务大众，
欢迎大家来体验纵马驰骋的快乐。”

无污染“试驾”等你来

本报讯（记者 季式学）马术，对于
大多数辽源人来说很陌生，或许只是
在电视、网络上见过。然而，有这样一
群因马结缘、怀揣发展马术事业梦想
的辽源青年，于今年年初在西安区成
立了尚骏马术俱乐部，让马术走进了
辽源人的生活。

这几位辽源青年从国外引进了英
纯血、阿拉伯、温血、蒙古热血、盎格鲁
等不同品种的24匹马，对它们进行调
训。5月28日，马匹调训完毕，俱乐部
对外试营业。

尽管俱乐部引进高贵马匹，建马
舍、马场，喂马饲料等花费都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但学员体验、学习的定
价标准并不高。“我们成立马术俱乐
部就是为了让更多辽源人能够喜欢
马术运动，让这项运动在家乡得到普
及、填补辽源马术运动的空白，不断
培养出本土优秀的骑手，有朝一日能
够在辽源组织马术比赛，并代表辽源

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摘得荣誉。如
果价位定得太高，接触马术运动的人
就少了，也就失去了我们成立俱乐部
的意义。”尚骏马术俱乐部总经理刘
佳宁说。

从试营业至今，已近一个月，来自
东丰县的一位中年男子每天驱车 60
公里来骑马，从未间断；刚刚接触马匹
还很胆怯的孩子，现在已经毫不惧怕，
骑在马背上自由驰骋、变身勇敢少年；
一些不懂事的“淘气包”开始乖乖听从
教练指导，训练的神情十分专注……
看到学员们一点一滴的变化，刘佳宁
和同事们感到很欣慰。

从俱乐部创建初期就坚持学习马
术的赵春艳，如今拥有双重身份，既是
老学员又是新助教。她说：“以前我很
胖，工作压力很大，骑马只是为了放松
心情、减轻压力。没想到骑马骑久了，
不仅体重减了，气质也提升了，现在每
天骑马成了我最大的快乐。”

马术运动走进辽源

6月12日，辽源日报社组织各部室记者进行“四力”拉练活动。图为记者们在西安区进行集体采访。

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网红”直播带货多肉。

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第一书记王金波向记者们介绍多肉的种植和销售情况。

一名骑马爱好者在西安区尚骏马场里驰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四力四力””拉练拉练
走进西安区走进西安区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徐志杰 候远鑫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