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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时节，带着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渴望、跨越赶超的期待，承载干事创业、加
快发展、摆脱贫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5月8日至11日，由市委书记庞庆波，市委副书
记李洪慈，市委常委、通榆县委书记孙洪君，市政府金融专员刘振希，以及白城各县
（市、区）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学习考察团赴河南兰考、山东阳春学习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扶贫开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亲身体验兰考人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

“脱贫非理想，小康是方向”的信心和勇气，借鉴阳春独有的扶贫创新模式。
虚心问道，萃取真经，弘扬精神，谋划发展。4天的紧凑行程，10余个考察点，早出

晚归，日夜兼程，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一路议，一路看项目、找差距，一路谈体会、
话发展。兰考、阳春在扶贫开发中的大手笔谋划、大气魄投入、大项目支撑、大平台建
设一次次地冲击着考察团成员，在深感震撼和触动的同时，也深负压力、深受启发。

行走兰考：萃取真经 潜谋新局
九曲黄河源远流长,滋润兰考大地；诸侯盟好之地，桓公始霸之邑，传播着华夏文

明。
兰考，位于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郑州、商丘、菏泽三市中心地带，是河南通往鲁

西南的重要门户，是中原经济区“一极两圈三层”中“半小时交通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9日,白城代表团踏上这片文化雄浑厚重、发展日新月异的土地。

兰考县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4年，在第二
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将兰考作为联系点，一年之中两次到
兰考指导工作。兰考县委、县政府郑重许下了“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

近年来，兰考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大力传承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以脱贫攻
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着力打造统筹城乡的兰
考特色产业体系、改革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破解财政扶贫资金难题，坚持以基层党
建为引领，把“三年脱贫”的压力传导到每个党员干部。去年，国务院扶贫办对兰
考先后开展了省际互查、第三方评估、普查、核查四次调查核实。结果显示，群众
满意度98.96%，综合测算贫困发生率1.27%，符合退出标准。兰考县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

考察团一行实地考察了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民族乐器村、谷营镇霍寨村、东坝头乡
张庄村脱贫的生动实践。详细了解这些村在精准扶贫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询问精准
识别、政策扶持、产业支撑、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情况。“赶先进、超先进，结合自身实际，
坚持学以致用，突出问题导向，全面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让百姓脱贫致富，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兰考农村的发展崛起让考察团成员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大家纷纷表示，
兰考县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着眼长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
准确定扶持措施、大胆创新扶贫模式，最大限度挖掘、运用了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真

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特别是发展富民产业，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白城推进精准扶贫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要立‘焦桐之志’，树‘为民之心’，以一种‘等不起’‘靠不起’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勇于担当，克服一切困难，积极探索新路径，逐一破解难题。”在9日晚召开的考察团座
谈会上，庞庆波指出，我市扶贫攻坚工作已进入关键期，要务实求真，杜绝虚假，查找
不足，弥补短板，充分发挥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力量，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挖潜力、
转观念、转作风，树信心、求突破，立足区域资源优势，树立产业扶贫理念，加强对“第
一书记”的培训，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积极整合资金，破解瓶颈问题，强力推进扶贫攻
坚工作取得新成效。他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兰考县的好经验、
好做法，大胆改革探索，学先进赶先进，狠抓重点难点，切实把精准扶贫攻坚作为一项
硬任务硬要求，抓紧抓实抓到位，努力推动我市精准扶贫工作迈上新台阶，确保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脱贫目标任务，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浑厚的黄色,是中原大地的底色。不屈不挠的意志,是兰考干部群众的精神本色。
随风翻滚的麦浪、苍劲挺拔的泡桐、点缀于阡陌田畴的桃李……一路行程目之所及都
是充满生机的绿色,兰考人战风沙、斗内涝、治盐碱的决心和付出的艰辛,历历在目。
一路看来,兰考人团结一心、攻坚克难,扶贫攻坚、经济发展等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这种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精神非常值得白城人学习。

涤荡心灵：不忘初心 传承精神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活着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

丘治好！”在兰考县展览馆，随着工作人员的动情讲述，一件件见证历史的实物，一张
张情景再现的图片，以及焦裕禄当年制定的“干部十不准”，让考察团成员仿佛看到了
那个顶风冒雪、战天斗地的身影，真切领悟到焦裕禄身上折射出的严而又实的工作作
风，每个人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黄河故道东坝头，大家看到了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这个黄河决口次数最多
的地方，见证了兰考“三害”肆虐，也见证了焦裕禄治理“三害”所付出的艰辛！站在张
庄村那片郁郁葱葱的“焦林”里，大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兰考县最大的一处风口。当
年焦裕禄正是靠着走群众路线、拜群众为师的求实精神，总结推广了群众翻淤盖沙的
经验，才止住了风沙肆虐的脚步。

“一棵树，一个人，感动一座城……”在焦桐广场，倾听工作人员声情并茂的讲述，
看着面前这棵焦裕禄当年亲手植下的泡桐，脑海中想象着魏善民老人一家几代接力
守护“焦桐”的故事，心中默默念诵着习近平总书记那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不禁
对“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的从政境界多了一份感慨，更对“路漫漫其修远
矣，两袖清风来去”的党员形象增添了一份敬畏。如今，焦裕禄身后留下的绿色“大银

行”，不仅呵护着兰考人民，而且致富了兰考，200多家桐木加工企业和几千个加工户
遍布全县，兰考由此成为闻名全国的“泡桐之乡”。

焦裕禄干部学院——红墙与开着白花的泡桐林相得益彰。在教学楼天井内的墙
壁上，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焦裕禄的评价：“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
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9日下午，在教学楼召开的座谈会上，兰考县政协主席吴长胜向考察团介绍《干字
当头，精准发力，全面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的成功经验时，再一次提到焦裕禄精
神，并把探索出来的脱贫攻坚经验与考察团分享。“受益匪浅，收获颇大，信心倍增
……焦裕禄精神让我们受到了一次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在座谈会上，考察团成员
与当地部分扶贫标兵进行了广泛交流，并表示要把兰考经验学深学细，把学习到的宝
贵经验，结合工作实际，科学运用。

品味阳春：龙头引领 携手小康
把“一只羊造福老区”的经验复制到全国，帮助百姓脱贫致富。这是阳春乳业人的

阳春梦。山东阳春羊奶乳业有限公司，始建于2005年，是全国液态羊奶领军企业。公
司在中国老促会有力指导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以市场为导
向，以产业为依托，以大企业为龙头，变输血为造血，从造血到强身，由强身到健脑，让
贫困人口脱胎换骨，奔向富裕。2011年3月，阳春乳业在沂蒙山腹地安丘市柘山镇投
巨资兴建了占地千余亩、10万只规模的国内一流奶山羊养殖示范基地。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产业绽新颜。5月10日，车行盘山路，驶入阳春奶山羊
养殖示范基地。在依山而建的山东潍坊安丘市柘山镇扶贫养殖基地，近10万只奶山
羊、整齐划一成排的标准化羊舍、设施完备的检验中心……犹如点点繁花点缀山间。

“以最保守的收入计算：一只羊每天至少产奶5市斤，全年最少产奶200天，一年的产
量就是1000斤，每斤按最低收购价3元计算，就是3000元。另外，当年可产羊羔2只，
每只500元，又是1000元，合计4000元。除去养殖成本按最高2500元计算，每只羊
每年净收入1500元。”企业负责人对帮扶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信心满满。

阳春提出的服务理念是：向养羊农民提供保姆式的一条龙服务——从为贫困农
民提供担保，承担部分利息，到把羊羔送到农民手里开始，直到每月把收购的奶款打
到农民的卡上。公司对养羊专业户实行“七统一”，贯穿了羊舍建设、技术培训、专业
指导、饲料供应、集中挤奶、卫生防疫、羊羔助产、鲜奶收购、现金结算等奶羊喂养的全
过程。“养老不靠儿子！”这是潍坊市峡山区前邢戈村村民孙悦说的一句心里话。今年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孙悦和妻子过去一直从事肉食绵羊养殖，一年收入还没有打工赚
的多。他去年依靠企业提供给他的30只奶山羊，一年纯收入6万余元。（下转四版）

循兰考、阳春扶贫“先声” 觅鹤乡白城脱贫之路
——我市考察团赴兰考、阳春考察学习扶贫开发工作

●本报记者 翟向东

本报讯（记者张赫）5月12日，市长李明伟主
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白城市大学生创新创业
工程指导意见》《白城市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大力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是我市
积极落实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对推动城市发展、
扩大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密切配合，进一步加大对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激发大学生创
业热情。要培育创新创业主体，完善服务体系，努
力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必备条件。要强化政策
宣传，让政策走进大中专院校和省内其他高校，增

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同时，
要通过各外埠商会，鼓励吸纳域外大学生和高端
人才返乡创业，建设家乡。要抓好创业典型，总结
经验，及时推广，营造良好创业氛围。

会议指出，淘汰黄标车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
要举措，也是省环保督察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
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全程通力配合、完善工作举
措，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副市长金喜双、张国华、李振仲、刘磊，市政府
秘书长齐晏出席会议。

市发改委、财政局、工信局、监察局、法制办等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本报讯（记者田师齐）5月11日，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许广山带领相关人员，就
我市学前教育工作进行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洮北区三合幼儿园、市实验幼儿
园、洮北区第一幼儿园、通榆县乌兰花幼儿园等处，实
地查看幼儿园园舍、教育教学和设施配置等情况。

市政府副市长邓健介绍了目前我市学前教育
发展情况。

许广山高度评价了目前我市学前教育工作取

得的成绩，他希望，一要强化学前教育目的性、目
标性的宣传，引导家长和社会形成学前教育不仅
学习知识，更是养成习惯、培养人格的理念共识；
二要强化学前教育安全责任意识，加大对餐饮、住
宿和交通等方面的安全监管力度；三要加强从业
人员，特别是教师的培训，建立并严格遵循规范化
制度；四要加强民办和公办幼儿园之间的交流，在
教学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相互借鉴，各取所长，
提升学前教育工作整体水平。

市人大调研全市学前教育工作

本报讯（记者冯可欣）5月11日，农工党白城
市委经济界党员们到镇赉县沿江镇东莫村，捐赠
了一台清理村屯生活垃圾的铲车。

据了解，长期以来，农工党白城市委十分重视
对贫困村的帮扶，此次捐赠活动结合东莫村实际

情况，充分体现了“健康扶贫，白城农工在行动”这
一主题。

经济界的农工党党员们希望此次捐赠可以帮
助东莫村完善村内设施，提高环境卫生质量，改善
村容村貌，为东莫村脱贫攻坚贡献自身的力量。

农工党白城市委为贫困村捐赠铲车

本报讯（记者姜宁）5月12日，市
人民检察院“解放思想事上见，撸起袖
子加油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召开。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鲍九生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必须统一思
想，充分认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要突出重点，立足政法工作职
能，服务白城振兴发展。作为检察机
关，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
部署上来，认真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各项检
察业务工作实现新跃升。要突出政法
工作重点，紧紧围绕白城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立足政法机关职能，主动作
为，切实履行好服务大局的职责使命，
实现政法工作与白城发展大局的相生
共融、良性互动。要高度重视，确保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扎实成效。市人
民检察院党组、领导要带好头，以上率
下，研究部署、督促指导、推动落实。
要结合好实际、创新谋划活动载体，把
开展大讨论与加强作风建设、全市“四
项重点工作”、完成市六次党代会确定
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确保大讨论活
动有深度、有质量、有实效。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军作了动
员讲话。

会议还宣读了《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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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洮北区到保镇复兴村依托盛鑫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
反季节蔬菜。40栋蔬菜大棚种植香瓜、草莓、菇娘等各类果蔬。每栋大棚每年平均收入
近 3 万元，带动本村
贫困群众106户。图
为合作社农民在蔬菜
大棚内采摘草莓。孙
文涛 本报记者张殿
文摄

本报讯（孙长勇）按照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质检
总局、能源局、煤矿安监局《关于坚决遏制钢铁煤炭
违规新增产能打击“地条钢”规范建设生产经营秩序
的通知》和吉林省政府办《关于坚决遏制钢铁行业违
规新增产能打击“地条钢”规范建设生产经营秩序的
通知》要求，近期，市发改委、工信局、质监局、安监局
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地条钢”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
击非法生产销售“地条钢”行为，依法取缔“地条钢”

违法违规产能，坚决拆除“地条钢”生产装备设施。
打击“地条钢”举报电话：白城市：0436—

3237070，洮北区：0436—3245055，镇赉县：
0436—7253580，洮南市：0436—6222122，通榆
县：0436—6904073，大安市：0436—5215526，
白城工业园区：0436—3677271，白城经济开发
区：0436—3561050，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0436—3356022。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地条钢”专项整治

在通榆县开通镇，有一位年近古
稀的老人，邻里叫他“李石匠”，朋友
戏称他为“石痴”，行业界则尊称他为

“神雕李”，他几十年如一日精心在石
头上雕花，努力让石雕艺术得到传承
和延续，他就是通榆县民间石雕艺人
——李国祥。

家学渊源，苦练本领
李国祥祖籍辽宁义县，其祖辈

均以刻石为生，尤以石碑、石龟
蚨、石兽、石佛见长，至其父，增
制模具为业。几代人的家庭熏陶对
李国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小他
就喜爱摆弄一些小雕件，因年龄小
刻不动，他就从画画学起，画的各
种动物、草虫都十分生动传神。小
学时，他已经能用泥块、木头雕刻
出伟人头像等一些小物件，受到同
学们的喜爱和赞美，雕刻艺术也在
他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初中
时，研究雕刻成了他业余时间的唯
一爱好，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
和资料，节假日更是足不出户苦练

雕刻本领，手磨出了泡，泡化成了
茧，他也乐在其中，几乎到了如痴如
醉的地步。多年的勤学苦练，帮他打
下了坚实的基本功。

渐入佳境，名气在外
参加工作以后，李国祥相继当过

老师、在乡里当过干部，无论从事什
么工作，他对雕刻技艺的研习从未间
断。为了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他遍
游全国，先后去过全国知名的石雕之
乡浙江青田、石帝之乡福建寿山和玉
雕之乡辽宁岫岩拜访名家，虚心求
教。同时，他还潜心研究书法绘画技
法，使书法、绘画与雕刻艺术完美结

合，相得益彰。多年的钻研、磨炼和积
累，形成了他独特的雕刻艺术风格，
其作品文化底蕴丰厚，造型古朴典
雅，生动传神，妙趣横生。参赛的
石雕作品《踏雪寻梅》荣获2010年
第八届全国工艺品、旅游品、礼品
博览会银奖，《上网查查》 荣获
2013年中国（开封）首届工艺美术
展银奖。他先后被授予吉林省工艺
美术优秀人才、吉林省民间文化工
艺大师、吉林省民间文化艺术优秀
人才等荣誉称号。

投资建馆，传承文化
几十年的石雕生涯，让李国祥对

石雕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悟，产生了浓
厚的情意。为了让160多年的李氏石
雕传承和延续下去，也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石雕文化、热爱石雕艺术，李国
祥与儿子李晓民投入100多万元创办
了吉林省首家私营石雕博物馆——白
城市老关东石雕博物馆，将李氏几代
人的石雕作品收藏其中。李国祥本人
被列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石雕作品也列入了吉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转四版）

雕花的“李石匠”
——记通榆县民间石雕艺人李国祥

●包宇 韩梅

瀚海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