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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孙文涛）走进洮北区平台镇民生村，几间大红瓦房点缀在村落中，
在阳光的照耀下极为醒目。“真没有想到，我在有生之年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党的危房改造政策就是好啊。”看着自家2户联建80平方米的新房子即将完
工，贫困户韩国臣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笑容。

今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启动后，洮北区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改善群众住
房、助推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民心工程来抓，切实解决农村贫困家庭的居住安
全问题，改善贫困群众的居住条件，为贫困户建造舒适、温暖的“幸福小屋”。

强化组织领导，合力攻坚抓好责任落实。为切实将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
上”，洮北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推行“一把手”负责制，成立了脱贫攻坚农村危
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区级领导担任组长，成员由区直相关单位和乡镇党委、
政府主要负责人组成，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作用，形成了区、乡镇、
村三级工作网络格局，确保项目有人盯、资金有人管、质量有人抓，有效确保了
该项工作的深入推进。

加强政策宣传，调动危房改造农户的积极性。洮北区通过发放农村危房改
造政策宣传单、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深入宣传农村危
房改造的补助政策、申请条件等政策内容，确保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户户晓、人
人知。并广泛宣传动员企业、包保部门、爱心人士、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通过援
建、捐助等多种方式助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顺利实施。

严格对象核查，确保危房改造农户符合政策要求。为做到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阳光透明，洮北区严格按照《吉林省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实施细则》要
求，优先考虑“三类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特别是整村推进脱贫贫
困村的危房改造。建立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实行一户一档，批准一户、
建档一户，规范有关信息管理。同时，对危房改造农户进行实地调查，逐户查
看，并在危房改造系统中认真核查、反复对比，严格按照“村民自愿申请、村民
代表会议评议、乡镇调查核实、住建局审查”的工作流程规范操作，并将花名册
在各村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确保不出现重复申报、违规申报，杜绝关系房、人
情房等现象发生。

科学组织施工，严格工程监督管理。洮北区农村危房改造克服了时间紧、
任务重等多重困难，紧紧抓住有效施工期，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合理安排施工
顺序，采取加班加点、交叉作业、倒排工期等办法，加快推进施工进度。严格筛
选施工队伍，选择质量高、信誉好的队伍进行施工，并及时向社会公示，接受社
会和舆论监督，使工程质量从根本上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改造一片，优化一片，小康一片，
亮丽一片。”目前，洮北区11个乡镇的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推
进，新一轮农村危房改造将让更多“危
房户”笑逐颜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千古兴亡，悠悠万事；政通人和，在顺民心。
秉承“民生问题无小事，百姓福祉大于天”这一

思想理念，通榆县委县政府立下愚公移山之志，咬定
脱贫攻坚不放松，广开思路、多措并举、紧盯目标、精
准发力，在鹤乡大地掀起新一轮如火如荼的脱贫攻
坚热潮。

异地搬迁实现安居梦
“做梦都没想到，老头子我70多岁了还能住上

宽敞明亮的新楼房，这辈子终于可以享享福了，再也
不用过屋外大雨屋里小雨的苦日子了！”洋溢着幸福
笑容的李大爷抑制不住激动，拉着笔者的手不住感
慨国家政策好。

李大爷是通榆县乌兰花镇陆家村的贫困户，一
直居住在交通不便的陆家屯道西，年久失修的土坯
房一到雨季便成为漏斗，给李大爷带来了无尽烦恼。
2016年初，陆家村启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计划总
投资9730万元，建设6栋住宅小区、150个车库，选
择209户657人进行易地搬迁。正是这一举措，彻底
解除了李大爷的心病。目前，6栋住宅楼全部封顶，
不久农户即可搬入新居。

据悉，除陆家村外，乌兰花镇太平村、兴隆山镇
交格庙村、新华镇强胜村和包拉温都乡半拉格森村
也将陆续启动集中安置村民的整体易地搬迁项目。
届时，将有一批批美丽乡村映入眼帘，将有一群群安
居百姓喜笑颜开。

项目扶贫架起致富桥
“咱们虽然是农民，没啥本事，但也不能等着靠

社会救助，咱们自己也可以创业致富。”瞻榆镇西关
村新超越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办者徐敬伟对笔者
如此说。据了解，合作社成立至今已发展会员504
人，在他们的带动引领下，周边村屯每年辣椒种植面
积都超过2000公顷，同时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实现
辣椒产量翻番，使周边地区非合作社成员2000多户
得到实惠，增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

人穷最怕志短，扶贫必先扶志。扶贫需要输血，
但更要造血！“合作社+贫困户”的运行模式已在通
榆崭露头角，并有蓬勃发展之势。据了解，为加快脱
贫步伐，通榆县委县政府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并投资
4014万元用于谋划产业发展项目59个，其中种植
业项目31个，养殖业项目28个。预计通过种植业项
目带动，可使7264户贫困户13564人实现户均增收
1000元；通过养殖项目带动，可使10343户贫困户
19083人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

社会服务开启幸福门
推开县人社局大门，医保窗口人头攒动。“来我

这办理业务的都是异地报销的。”业务员小王抽空接
受笔者采访：“以前办理医保报销，不仅需要自己先
行垫付医疗费，还要提交各种资料，手续特别复杂，
需要来回折腾几趟。现在就不一样了，只需要在我这
里办理转诊手续，再到省医保局办理异地就医结算

卡就可以了，省时省力。”
“我和老伴儿都快80了，不能下地干活，身体

也不好，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挣点钱还都用来看病
了，不过现在好了，我们有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
障，镇里还帮我们办理了农合，以后看病能节省大
部分钱。”兴隆山镇的顾大爷一边向笔者展示各种
证件一边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兴隆山镇已初步形成了全民
覆盖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被征地农民基本保障、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农村“五保”对象集中
供养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重大疾病医
疗救助率均达到100%。此外，为有效解决贫困人口
因病致贫问题，通榆县计划拿出财政预算内专项扶贫
资金1000万元，对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在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政策救助后仍有一
部分剩余资金未报销的，实施兜底大病财政救助。

风潮汹涌，自当扬帆破浪；任重道远，更须策马
扬鞭。战斗的号角已然吹响，通榆县委县政府将继续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使命感，以坚忍不拔、勇于
担当的责任感，全力整合各方力量，2017年实现全
面脱贫，并通过一年时间巩固，确保到2018年提前
国家两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通榆：脱贫攻坚号角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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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政孚）10月9日至10日，由省
政府参事、民革吉林省委原专职副主委于一民，省
政府参事、民盟吉林省委监督委员会主任、原副主
委张釜，省政府参事、长春市科协原副主席、省政协
教科文副主任王源和省政府参事、国家督学、省政
府督导团原总督学王青逯等一行组成的调研组来
白，就我市“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
调研。

市政府副市长葛树立陪同调研。
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后，调研组指出，要

在全面准确掌握脱贫攻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基础

上，在建档立卡和因学致贫人口上下功夫，着力提
高贫困地区教育的基本服务水平。要抓住有利契
机，全面提升教育水平，补齐短板，解决各项困难和
问题。要按照国家要求，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营养餐
计划全覆盖。要摸清和分析好师资结构问题，尤其
要解决好农村学校学科缺员问题。要认真研究和解
决高中阶段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细化各项工
作，使白城市教育事业和“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工作
做得更好。

在白期间，调研组还深入到大安市联合乡中
学、中心校和大安市职教中心进行了实地调研。

省政府参事调研组来我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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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白城
（白城日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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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汪伦）10月9日至10日，我市举
办了首届“老年希望工程杯”门球赛。本次比赛由市
老干部门球协会主办，共有来自全市的16支代表
队、150名选手参赛。

原市级领导、市老干部门球协会主席王文成，
原市级领导、市夕阳红老龄基金会理事长王德坤出
席开幕式。

这次门球比赛吸引了众多老年人参加。赛场
上，参赛队员们个个神采飞扬、球技精湛，他们一面
同场竞技，一面交流切磋，互相鼓励、团结协作，发

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展现了运动
员们的良好精神风貌。

经过了两天的激烈比赛，最终省畜牧业学
校代表队获得冠军，洮北区代表队获得亚军，
市国税局第三代表队获得第三名。参赛队员王
大爷高兴地说：我以前不太注重体育锻炼，自
从练习门球后身体素质越来越好，很少生病
了。”

本次比赛活跃了市民的文化体育生活，增进了
老年人之间的交流。

我市举办首届“老年希望工程杯”门球赛

镇 赉 县 在 推 进
“省生态城镇化试点
县”建设基础上，积极
争创“国家级生态城
镇试点”，巩固镇赉

“中国宜居城镇”成
果。他们完善了南湖
生态园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精品两湖水
系工程，构建“两湖环
抱，七湖联珠”的城市
生态布局，不断提高
城市净化、绿化、美
化、亮化水平，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生态文
明县城。图为镇赉县
城鸟瞰。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创业创新我的故事

一个集活泼、善良、理性、智慧于一身的女人，
被裹进那个下岗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面对突然
的变故，她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更没有选择放
弃，而是勇敢的挺身站起，用赤子之心去探索教育
之路，用品格与慈爱给学生以成长的力量，用无私
与关爱给就业者们永恒的记忆，用才华与能力给
社会带来了财富。她，就是白城市民间艺术团、行
知学校校长高波。 执着追求扣开希望之门

想象和现实的最大差别就是在现实中你会发
现做起来远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2003年，不
到30岁的她下岗了。下岗后，她便开始寻找再就

业之路。一路奔波坎坷，她卖过服装、开过饭店、打
理过幼儿园……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即使这样
也丝毫没有挫败她创业的锐气，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她和学校有了不解之缘。2009年，高波成立了
星河艺术学校，生源达到百人， （下转四版）

用心灯照亮一片天空
——记白城市民间艺术团、行知学校校长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