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浩态狂香昔未逢，红
灯烁烁绿盘龙。觉来独对
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
重。”这是唐代诗人韩愈所
写的一首诗。诗中韩愈用

“惊恐”二字，惊疑自己是
否身处仙宫，表达了自己
对眼前花海美景的赞叹。
而这首诗中所描述的花，
就是芍药。

芍药被人们誉为“花
仙”和“花相”，且被列为“六
大名花”之一，又被称为“五
月花神”和“花中宰相”，是
唯一可以与牡丹媲美的
花。看到这儿，相信大家一
定在想，这么美的花儿，如
果有机会，一定要一睹它的
风姿！那么，现在机会就来
啦！位于龙山区工农乡大
良村的顾大山庄芍药花谷
里，83万株芍药花开正浓，
您可千万别错过！

穿过七彩风车的花谷
入口，玫红色芍药花映入眼
帘，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
尽头。每一朵芍药都好似
一位仙子，绰约超群、花如
娇颜，或迎风绽放，或含露
婀娜。穿行于花间，聆听鸟
鸣，抬头望见的是晴朗的天
空，低头是姹紫嫣红的芍药
花朵，一不小心就和这片芍
药撞个甜蜜满怀。游客们

徜徉在芍药花海中赏花、拍
照，尽享如诗如画般秀美风
光。游客李女士边把她拍
的照片展示给记者看边说：

“我是被朋友圈里的照片吸
引过来的。来之前还有点
担心，怕遇到‘照骗’。结果
是不虚此行！这么好看的
花海，随手一拍就是美景。
真没想到在辽源就能看到
这样的景色，真的是太幸福
了！”顾大山庄总经理顾天
佑介绍，顾大山庄芍药花谷
占地 260余亩，规模在吉林
省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芍
药全身是宝，除了花朵可以
观赏，根还可以入药。这片
芍药花种植于 2019年，等
到满 6 年时就可以入药
了。种植芍药花，不仅点亮
了大良村的美景，也成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美丽新产
业。

芍药花虽美，但花期很
短，只有 20天左右。顾天
佑介绍说：“到6月末，芍药
花就要渐渐退出我们的视
线了。不过，那时候荷花仍
然绽放，又是另一番美丽景
色。而且今年7月，芝樱花
海也将完成栽种，明年五一
即可供游客观赏。我们还
在花谷内种了 5000余棵可
以体验采摘乐趣的果树。

接下来，我
们还想利用
顾大山庄现有
的资源打造更多
的娱乐项目。顾大山
庄已经经营 18年了。在
经营中我们发现，现如今大
家追求的不再只是吃得好，
更要玩得好。所以，我们要
通过不断升级突破，将顾大
山庄从传统的农庄转型成
为‘网红打卡地’，打破大家
对顾大山庄只有美食的固
有印象，而是成为一个集休
闲、餐饮、娱乐于一体的旅
游景点，从而让更多的人走
进大良村，让大良村成为真
正的旅游村。”

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美
丽田园为韵、以生态农业为
基，顾大山庄打造出了以特
色餐饮服务、花卉休闲观
光、传播民俗文化三位一体
的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示范
园区，在成功转型的同时，
也带动了大良村的发展。
据了解，山庄安置了农村剩
余劳动力 160余人，每年为
当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50
余个，发放工资 180 万余
元，助力当地村民致富增
收，为我们默默讲述着因乡
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新故
事”。

芍药最美花季已到，错过再等一年

顾大山庄邀您共赏绝美花海
本报记者 于淼

六月的顾大山庄，鸟语花香。有着“花中宰
相”美称的芍药，竞相绽放，迎来了20余天的绽
放期。此刻，山庄周边，数十万株芍药与池中的
莲花互相呼应，汇聚成一片浪漫的花海，美不胜
收。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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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颂辉煌喜迎喜迎““二十大二十大””

1953—1956年，辽源市对
农业、手工业、工商业实行三
大改造。私有手工业在辽源
经济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
不断加强健全中国共产党组
织的领导下，手工业生产合作
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
级发展，逐渐完成了私有制向
公有制转变的社会主义改造。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手
工业劳动者按照自主自愿的
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性
质的集体经济组织，它是手工
业合作社的一种高级形式。
社员入社坚持“入社自愿、退
社自由”的原则。手工业合作
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
会，由社员大会选出的社长领
导组织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
动，对集体负责。辽源的手工
业合作生产通过成立手工业
供销组、创办手工业供销合作
社到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三个阶段，基本完成了手工业
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
过渡。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对
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任
务明确提出：实现手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是总路线一个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
要通过合作化道路把手工业
个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
制，为完成此项艰巨复杂的
工作任务，必须有坚强的党
的领导才能实现，否则是不
可能的。

辽源市手工业合作社建
立之初，合作社组织发展较
好。截至 1955 年，全市共有
一个生产社、三个生产小组，
共有社员 574 名。当时党的
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员
较少，社员政治思想觉悟不
高，生产积极性不强。市委、
市政府认识到手工业合作社
党的组织状况还满足不了手
工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由于
我市工业合作社组织中仅有
党员十三名，占手工业组织中
社员的2.26%。在手工业合作
社基层中，80%没有建立独立
的支部组织。十四个社（组）
中有十二个社（组）还没有党
员，有百分之四十的社（组）没
有入党积极分子。即便有党
员，大多都是新党员，对党的
宗旨概念理解还不够，大多合
作社员的觉悟不高。社员存
在情绪波动现象，不能正常按
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影响社会

生产力发展。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

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手工
业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归社员
集体所有，社员参加集体生产
劳动，生产实行民主管理。合
作社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合
作社的组成在城镇至少要有
社员 15人，在农村至少要有
社员 10人，不足上述人数的
可以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
组。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
由。合作社统一制定生产计
划，根据市场需要灵活安排，
采取集中生产或分散生产，以
及流动服务等多种经营方
式。手工业合作社实行按劳
分配原则，根据行业的特点和
合作社生产经营、技术条件、
管理水平等具体情况，采取个
人或者小组计件工资、计时工
资加奖励和分成工资等形
式。手工业合作社年终决算
的盈余，缴纳所得税和弥补上
年度亏损，余额的一部分用于
合作社行政费用，其他留给合
作社自行支配，用于经济生产
发展、福利和奖励资金。

手工业合作社的党组织
不断扩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
出模范带头作用，经济生产力
不断提高，陆续又产生一批新
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断壮
大的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开始过渡为合作工厂和国营
工厂。 （市档案馆供稿）

早期党建工作推动手工业合作

本报讯（温瑞 齐晓秋 记
者 田美琦）目前，正是公路控
制区违法种植农作物的高发
期。为维护路产路权、保障辖
区内公路通行安全、保持路域
环境整洁美观，东辽县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乡
（镇）政府、公安交警部门和公
路养护企业对辖区公路沿线
违法种植农作物进行全面排
查，并开展集中清理行动。

6 月 5 日至 6 日，执法人
员对省道烟辽线安石段两侧
违法种植作物进行全面清
理，清理种植区域 82 处，约
1500平方米。执法人员零距
离耐心与群众进行交谈，向
群众宣传了公路旁边种植农
作物的危害性，以及公路用
地范围内禁止种植作物的有
关规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
支持和理解。

今后，东辽县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一如既往
加大巡查力度，对公路控制区
域违法种植行为进行强力整
治，全力维护路产路权及公路
环境，并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力度，增强广大人民群
众爱护公路的意识，防止违法
种植行为反弹，为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安全、便利、畅通的公
路通行条件。

东辽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集中清理公路区域违法种植作物

本报讯（记者 于淼）为
深入落实省、市应对新冠疫
情影响的决策，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助企稳产增产，全力
以赴实现“止跌、回升、增长”
目标工作决策部署，繁荣活
跃消费市场，创建服务企业
新模式，6月10日上午，由省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联合市工信局共同举办的为
期 6天的吉林省中小企业服
务市县行活动之“网红直播
带货辽源市专场”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是集约展示辽
源名企优品、打响“辽源制
造”区域公共品牌的一次良
好契机。活动以“纾困解难、
助力发展”为主题，围绕中小
企业复工复产、创新发展面
临的困难和需求，聚焦中小
企业在新一轮疫情冲击下的
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通过
省市上下纵向联动、各行业
协会和服务平台发挥各自资
源优势，开展具有针对性、实
效性的“网红直播带货”活
动。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
现场展示的辽源特色商品颇

受青睐，直播间里的人气也
逐渐攀升。市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主任马金辉向记者
介绍：“今年的活动相较往年
而言规模更大，展出方式也

更加丰富多彩。活动采用了
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展出
新模式，线上直播带货为主、
线下展销为辅，同时还创新
推出了VR展厅，让不能现

场参展的企业也能通过VR
展示厅展示产业发展、产品
升级的最新成果，扩大产品
影响力、辐射面，从而全方
位、立体式推介辽源特色产

品，多措并举创商机。”辽源
市广而洁消毒剂有限公司是
本次 90余家参展企业的其
中一家。展台负责人林传桢
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我们
线下零售做得都比较少，而
这次活动让我们接触到了更
多C端零售业务，拓宽了我
们的销售渠道，对我们企业
接下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据了解，此次活动中的
线上平台将作为永不落幕的
展会，将参展企业编入辽源
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网，依托互联网快捷多元的
传播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市企业和名特优产品，让
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成为我
市发展壮大的推动力。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网红”主播助力

“网红直播带货辽源市专场”活动正在进行中

“网红直播带货辽源市专场”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直直
播播带货
新兴营销业态
助推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东
丰县小四平镇太阳村位于柳
西公路沿线，早在1958年被国
务院评为“农业先进单位”，周
恩来总理曾给当时的太阳村
颁发过奖状。有这光荣历史
的小山村，如今更是焕发出新
时代的新气象。村集体经济
收入连续五年达到 20万元以
上。“千村示范”创建工作开展
以来，该村按照镇党委、政府
安排，结合村情实际，着力创
建基础设施健全、环境干净整
洁、村容村貌良好、生态宜居的

“千村示范”村，以“干净整洁、
沟渠清澈、文明有序”为目标，
对照“九有六无”创建标准，摸
排各个村民小组的短板弱项，
针对性地谋划打造村组。保
证以“千村示范”创建为抓手，
打造乡村振兴“新名片”。

成立太阳村“千村示范”
工作小组，小组负责研究并协
调解决示范村建设中的难
题。同时，要求村“两委”成员
每人包保一个村民小组，每个
村组安排 1名无职党员配合
村干部工作，每个无职党员包
保一户重点难点户，并配合村
组干部工作，建立了“3个 1”
帮扶打造制度，并同步健全巡
查制度和网格化管控机制，开

展动态巡查工作，建立动态巡
查台账；实施网格化管理，实
行划片包干、网格管控责任到
人的违建排查、清建治理专项
制度，达到事事明确有原因、
件件工作抓落实，做到制度明
确，全村“谋起来”。

“千村示范”创建工作开
始后，动员宣传全村村民积极
响应号召，坚持把乱建拆除与
当前正在开展的“千村示范”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进行考
虑，协同进行推进，念好“拆、
清、规、建、管”五字诀，将“绿
化、美化、亮化、硬化、文化”一
体化推进。开展乱建项目大
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
乱建项目采取先自觉、后强制
的态度，在村屯内开展了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大排查，做到
了全覆盖、无遗漏，并对排查发
现问题逐一建立台账。共排
查私搭乱建117处，粪堆、建筑
垃圾、沙堆、土堆52处，柴草垛
67 处，苞米楼子 32 间，杖子
6550余米。坚持重拳出击，开
展集中攻坚全面拆除。以最
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

有力的措施，聚焦问题、聚力
攻坚，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实
行清单台账管理，挂图作战、
挂账督办，确保全部彻底整治
到位，通过教育引导、强制拆
除，目前私搭乱建现象全部消
除，保证了打造效果，全村乱
建现象全部“拆起来”。

目前，太阳村清理道路两
旁杂草 12500米，粉刷安装农
户家铁栅栏 800米、大门 227
户，安装路灯 191盏，石砌边
沟 600余米，维修路面 4700余
米，安装护栏网 3000 余米。
截至目前，全村路灯全覆盖、
水泥路全部通行、各户门前护
栏全部统一，边沟全部清理。

太阳村党支部书记丁玉
海告诉记者，下一步，太阳村
将常态化发挥保洁员作用，做
到日巡查、日清除，将收回的
粪堆底、柴草垛底打造成微景
观，农户门前实行“包卫生、包
绿美化、包清雪”的三包制度，
并计划争取资金6万元将5公
里破损水泥路铺设好沥青，打
造全镇闪耀亮眼的乡村振兴

“新名片”。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辽源在行动辽源在行动

东丰县小四平镇太阳村

打造乡村振兴“新名片”

各用人单位：
为方便全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办理安排残疾
人就业情况申报工作，现将我市将开展 2022年
网上申报、审核认定工作的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政策依据

《吉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
办法》（吉财税［2016］726号）等。

二、审核对象
2021年度，全市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

位。
三、审核时间

集中审核时间为2022年5月30日至7月31
日，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未如期申报则视为
未安置残疾人就业，将按规定全额缴纳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

四、网上申报方式
用人单位可通过PC端登录吉林省政务服

务网“跨省通办”服务专区或吉林省残疾人联合
会网站（www.jldpf.org.cn）综合服务大厅，点击

“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业务，注册、
登录网报审核系统，提交材料进行申报，系统根
据归属地分配年审机构进行审核认定（操作说
明及业务办理指南见网报系统首页）。

五、联系方式
辽源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0437-5095665
东丰县残疾人联合会 0437-6311618
东辽县残疾人联合会 0437-5108928

辽源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2022年6月13日

关于开展2022年度辽源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认定工作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