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阿姨，看镜头，身
体放松些，笑一笑，一、二、三……”近日，在直升镇万宝村
党群服务中心院坝前，志愿者为前来拍照的村民整理衣
衫、指导动作，随着一声声快门声响起，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被镜头定格。

“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子女在外打工，手机都不太会
用，更别提给自己照相了。”村民唐大爷满脸笑意，连连对
志愿者表示感谢。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拍照，

心里很激动。
据了解，为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办证，增进家庭关系，

直升镇组织志愿者开展助老助残志愿服务活动，免费为辖
区18岁以上残疾人和60岁以上老年人拍照，用镜头定格
他们的幸福瞬间。针对行动不便的人群，志愿者还提供上
门拍照服务。

接下来，该镇将持续开展更多有特色的公益志愿服务
活动，聚焦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直升镇

免费拍照送上门 用镜头定格美好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员 袁 媛）
近日，河包镇部分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齐聚经堂村，借着“围
炉煮茶”的氤氲热气，拉家常、说困难、谈看法、提建议，将民
生话题娓娓道来。

架起炭炉、摆上茶壶，人大代表依次分享履职经验，围绕
移风易俗、文明创建、医疗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
向大家传达各类惠民政策，让党的好政策入耳入心。

活动现场，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围绕农村治
理、环境整治等话题与人大代表展开探讨。

“此次‘围炉煮茶’活动旨在进一步拓宽人大代表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的渠道，增强人大代表使命感和满意度，提高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该镇人大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以

“围炉煮茶”活动为载体，围绕农村发展、基层治理、群众所需
等问题，积极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当好群众“代言人”。

河包镇

“围炉煮茶”面对面 代表群众心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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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过去一年，龙集镇尝试通过培育乡村数字人才，让干部的

“外来助力”与村民的“内生动力”相得益彰，激活乡村振兴的
一池春水。

这几天，龙集镇老店子社区李盛国忙着置办年货，“能过
个踏实年了，多亏贺敬他们在网上直播带货，帮忙吆喝，家里
的‘土货’不仅卖出去了，还卖出了好价格。放在往年，我还得
发愁到处找买家。”

李盛国口中的“贺敬”是龙集镇抱房村村干部，也是该镇
培育的乡村本土网红“抱房村MissHe”。通过她的直播带
货，为当地农户们卖出许多滞销农产品。

“大家好，今天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带来一罐甜蜜，那就是
由我们龙集镇数字蜂场酿造出来的高品质蜂蜜……”直播间
里，贺敬正介绍龙集镇特色产品——蜂蜜，优质的产品和幽默
的互动吸引各地网友在直播间下单抢购。

别看贺敬现在嘴皮子利索，就在一年前，她面对镜头还手
足无措。

从“直播小白”变为“本土网红”，变化源于一场场干货满
满的培训。“多亏镇上网红孵化基地组织我们学习电商直播，
了解‘直播+电商’模式的热点业态与趋势、短视频与直播带货
实操课等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和实操教学，让我收获满满。”贺
敬说。

“乡村要振兴，不能只靠干部‘吆喝’，激发村民主观能动
性同样重要。”龙集镇有关负责人说。

每逢电商培训和数字化新农人培训，龙集镇六合村村民
李盛勇都会去“学习取经”。作为龙集镇培养的首批数字化农
民，这几年，李盛勇试着玩起“数字+”，让自己的葡萄园摇身一
变，成了数智葡萄园。

“以前种葡萄全凭感觉、靠经验。”李盛勇说，“现在，在电
脑上、手机上就可以随时了解葡萄的生长情况，动动手指就能
浇水施肥，不仅降低人力成本，还提高了葡萄品质。”

品质提升了，销路也打开了。如今，李盛勇也能通过直播
带货卖自家葡萄了：“去年通过网上直播的销售额达25万元，
效果超出预期。”

本土网红和数字新农人能快速成长起来，和龙集镇去年
创新推出打造“五数兴龙”项目紧密相关。其中“数字+农民”
作为“五数”之一，重点包括三项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镇村干
部和当地农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培育乡村数字人才，激
发乡村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

打造数字学堂。创新性推出“数字学堂”品牌，组建数字
学堂培训班，对机关干部、网格指导员、网格员开展数字应用
常态化培训。去年共开展数字学堂培训活动6次，参与者累
计1000余人次。

培育乡村本土网红。依托龙集镇乡村网红孵化基地，培
养一支龙集本土网红队伍。通过本土网红进行直播带货，帮
助农民销售当地特色农特产品。去年共开展9次本土网红集
中培训，培育6个本土网红，开展6次农特产品直播带货。

培育本土数字化新农人。针对普通农户开展智能手机应
用技能、农业生产技术、农村电商入门知识培训；对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负责人开展农业生产技
术、智慧农业建设等培训，增强现代农业人才储备。去年共开
展数字化技能型培训活动8次，参与者200余人次。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龙集镇乡村数字人才队伍还在不
断壮大，未来还有更多的村民登台站“C位”，共同绘就“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生动图景，
为希望的田野绘就收获的金色。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杨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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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在清江镇分水社区10社，古色古香的老街
又热闹起来。老街入口处，酒馆、茶馆等商铺前人头攒动；
老街内，不少油坊、米铺等老店门头被装点一新，浓浓的

“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条200余岁的老街得以“改头换面”，得益于一场院

坝会。
去年初，该镇镇村干部在老街院坝召开一场院坝会，

听民意、解民忧。当天便有居民现场表示，老街房屋年生
已久，经常出现漏水、掉瓦等隐患，希望能够得到修缮整
改。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清江镇立刻召开专题会议，争
取项目资金，解决老街修缮整改问题。去年1月底，有关
老街房屋改造的第一次专题讨论院坝会提上日程，基层党
员、居民代表和有关职能部门代表都齐聚老街院坝，共同
建言献策。

“以前的屋檐太矮了，能不能统一增高。”“希望保留原
有的建筑风貌，重点在修缮上下功夫。”……第一场专题讨
论院坝会后，大家就老街改造风格、改造材料、改造高度等
10项内容达成共识。

此后，清江镇又陆续邀请老街60余户居民召开了
近10次院坝会，大家坐下来群策群力，围绕怎么改、改
什么等关键问题进行协商，最终收集到居民意见50余
条。

去年3月，老街房屋改造工程通过政府补助、群众
自筹的方式正式启动。工程涉及房屋60余户，其中首
批改造工程29户，目前已完成改造21户，剩下8户预计
春节前完工。第二批、第三批改造工程也正在抓紧施
工。

“改造后，老街人流量大了不少，我们生意也好了很
多。”“老街修缮一新，住着安心又舒心。”……谈起改造工
程，老街商户和居民连连称赞。

老街改造工程仅是清江镇落实院坝会倾听民声民意
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清江镇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
组织镇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召开院坝会，把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议事主题，把宣讲会、座谈会、民生
会等“多会合一”，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畅所欲言，
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截至目前，共召开院坝会68场，收集住房、人居环境、
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意见建议150余条，解决落实意见
建议114条，转交意见建议36条。其中，解决老街住房修
复29户、新建改建学习强国学习小院等16个小院、开办

“清江村晚”8场、新建改建场镇公共卫生间5处、修建廉政
文化长廊1个、调解群众矛盾60余起……真正实现了听
民声、知民情、解民忧。

“院坝会是‘四下基层’的有效载体，下一步，我们将
以‘五步院坝会’为切入口，完善‘传党声、讲政策、听民
意、解民忧、送文化’五个步骤，让院坝会程序规范化、内
容多元话、形式多样化、工作常态化，真正做到密切干群
关系、了解民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困难问题、凝
聚人心力量，形成‘意见收集—意见办理—工作反馈’的
闭环机制，做到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切实增
强群众获得感，推动办好民生实事。”该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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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升镇罗汉寺村一凌生态采摘园的草莓成熟上
市。游客们提着果篮在园内精心挑选，尽情享受田园采摘
乐趣。

“这批草莓是生态园试种的第一批草莓，采用绿色、健

康、自然、生态种植模式，在日常管理中不施任何农药、化
肥、激素、膨大剂等，真正做到了绿色无公害。”采摘园负责
人介绍。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丹 通讯员 吴 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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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贵（身份证：230106197410072014），遗失身份证。遗失的身份证由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签发。特此声明。

2024年1月19日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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