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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只要我们
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
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同志们！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中
国人民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
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
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
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全党一定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
儿女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
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
建舞台。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
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
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
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
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
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继续奋斗！

时下一些农民流转自家承包地显得过
于随意和无序，要么纯粹是“口头协议”，要
么只是草签一纸“收据”。

中央明确规定，土地流转必须遵循“依
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切实保护好广大农
民应有的权益。土地流转要强化法治观念与
规则意识，依法签订合同来规范土地流转双
方彼此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明确土地流转是农民自愿行为。
秉持自愿原则，农民有权自主决定流转哪片
承包地、流转具体形式，以及流转费用等
等。条款应该详细明确，避免日后因权责关
系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影响土地流转后农业
规模化生产经营活动。

其次，标明流转土地之后的具体用途。
一些农民之所以在自家土地流转出去不久
后就毁约，要求收回承包地，关键在于事先
双方并没有“锚定”流转土地用途，而是一方
蒙在鼓里，另一方揣着明白装糊涂。因此，
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应该明明白白地确定流
转土地的具体用途，确保流转土地不改变土
地性质，同意则签字，不同意不能勉强。

最后，流转之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共
享，风险、损失如何承担，也应有明确规定。一些农民看到自家
承包地流转到别人手上后，赚得盆满钵满，当初议定的土地流转
金却少得可怜，甚至常年不变，觉得心里不平衡，容易产生矛
盾。还有一种情况，是经营者承包土地后，因经营管理不当，亏
损严重，不能及时支付农民的土地流转金。对此都应该在合同
中写清楚，切实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近日，喜讯传来，我市作家丁利的散文作品《人生三遇杏
花村》，荣获2017山西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全国征文大赛银奖。

据悉，为进一步弘扬中国酒文化，以文化的力量助推中国
酒业的发展，由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
博览会组委会主办，汾阳市文联、汾阳市作家协会承办，面向
海内外华文作家与作者，发起有关酒文化的优秀散文作品征
集活动。本次作品征集活动从2017年9月1日开始至9月
19日结束，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散文、随笔912篇。
本次酒文化主题征文活动组委会邀请山西省内外著名作家、
评论家等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征文作品经过初评、终评两次审
读评选，共评出57篇获奖作品，其中金奖2篇、银奖5篇、铜奖
10篇、纪念奖20篇、提名奖20篇。该评选过程与结果经汾阳
市公证处进行监督公证，并予以表彰。

丁利本次参赛作品《人生三遇杏花村》，以其独特的酒与
人生的境遇和视角，赢得评委一致好评，荣获银奖，这也是我
省唯一的获奖作品。 （本报记者 薄秀芳）

“哎呀，真不知怎么感谢他呀。李
书记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可没少帮我家
忙啊！从危房改造到帮孩子和他爸联
系打工地点、帮忙土地流转、帮扶发
展庭院经济以及年节慰问，哪一次都
没落下我家。这么大冷的天，风都达
到了五六级了，雪还下得很大，他还
进村入户帮助我家卖黄米，和我们真
贴心啊，不愧是党的好干部！”安广
镇永富村金山卜屯贫困户叶树刚的妻
子陈秀红，一看到来她家走访慰问的
大安市国税局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
员们，就对该局派出的驻村第一书记
李国义赞美有加。

叶树刚家是永富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家三口人，叶树刚和孩子是本
村户口，为贫困人口，媳妇陈秀红是安
广镇街道户口。叶树刚曾于2015年
患过脑血栓、脑梗等疾病，治病花光了
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还拉了饥荒，目
前，身体处于恢复期。女儿有智障，虽
然已过成人年龄，但用工活不好找，没
人愿意用。媳妇陈秀红双眼接近失
明，仅能看到一点点光亮。一家人靠
低保、残疾补助及扶贫项目帮助、土地

流转收入和打工收入等生活，可生活
上还是捉襟见肘。

11月24日，李国义到叶树刚家
走访，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在与一家人
唠家常时得知，今年他家种了3亩地糜
子喜获丰收，但正愁销路，一家人愁眉
不展，不知咋办。就在这节骨眼儿上，陈
秀红还患上了子宫肌瘤，急需用钱治
病。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是
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职责，帮助他家解
决困难已成为了李国义的当务之急。

11月 26 日，利用双休日，借力
“互联网+”，借助“青春年少岁月长
相亲相爱一家人”徒步微信群，李国义
与网名嫩水踏浪的好友商量，将帮助
贫困户销售黄米的信息发了出去，得
到了网名快乐天使、蓝天、王英辉、梅
姐等多名网友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当
日，定购了250斤黄米。周一下乡，嫩
水踏浪与李国义一同来到了叶树刚
家，帮他打包装袋，还雇了一辆车拉到
大安，分发给了购买黄米的网友。当
晚，嫩水踏浪的好友又将出售黄米、帮
助贫困户的信息在“吉林大安嫩江湾
户外群”和“大安国税党建微信群”进

行了推送，得到了众多国税干部和网
友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定购10斤、
20斤、30斤。在“大安国税党建微信
群”中网名叫思念的网友，一下定购
100斤，总计定购了700斤。李国义
又马上与叶树刚取得了联系，让他第
二天将糜子加工成黄米，然后找车去
拉。第二天傍晚，顶着凛冽的寒风和
大雪，嫩水踏浪的好友与李国义又雇
了两辆车将打包成袋的黄米拉到了大
安，分发给购买黄米的网友和税务干
部。至此，近千斤的黄米，两天销售一
空，为叶树刚家增收2300余元。带着
暖意融融的这笔米款，陈秀红及时做
了手术，目前，术后恢复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在销售黄米的过
程中，“吉林大安嫩江湾户外群”的王星
星和“青春年少岁月长 相亲相爱一家
人”徒步微信群的马志强和安广农行的
陈旭尧等都给予了大力帮助，众多好
心人的爱心接力，演绎了一段“助贫扶
困伸援手，两天售米近千斤”的佳话。

在丈夫心中，她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贤妻；在子女眼里，她是一腔慈爱的母亲；在亲友面
前，她是笑口常开、乐观向上的称职主妇。40多年为家庭默默付出的她，突然萌发写作、出书的
愿望，而这个愿望如山洪爆发般势不可挡……从此，她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创作，两年后，一本《草
根的春天》出版。她，就是通榆县居民侯振荣。年近七旬的她，还是通榆县作家协会会员和旗袍
协会会员。

接地气儿书情怀，胸中锦绣纸上排
“季大烟袋乐开怀，嘴叼‘烟袋’手码牌。摸上麻将困就来，马勺一颠就生财。”在侯振荣的字

里行间，一位活生生的女大厨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我这四弟媳以前曾在车站前的饭店当掌勺
的，冷热菜样样拿手。每天不管多累，她总是哼着曲儿乐呵呵的。下班后，爱玩几圈麻将的她，叼
着烟卷直犯困，但也坚持‘战斗’。”侯振荣说着就笑了起来。用侯振荣的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
她们这7个妯娌，就够再写一本书了。

在侯振荣的眼中，弟媳妇们都是过日子的好手。侯振荣说，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国家
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自己每天快乐开心，能不一抒情怀吗？于是，侯振荣写了下面
这段文字：飒爽英姿七妯娌，独占鳌头很神气。通榆大地称鹤乡，最炫沧桑更阳光。

那年那月为房愁，心装公婆好儿媳
采访过程中，侯振荣在谈笑风声中拂去了诸多岁月沧桑与生活艰辛。1951年，侯振荣出生

于开通东长山屯。1968年，从开通农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年轻时的侯振荣极有工作能力，在生产
队担任生产队指导员和大队妇女主任。1972年，侯振荣与通榆县文工团编剧巩固结婚，婚后作
为下有9个弟弟和妹妹需要照顾的贫困大家庭的长媳，她选择回家帮助公婆。

婚前，侯振荣在家中被父母哥哥宠爱有加。婚后，侯振荣按出嫁时父母的嘱咐，在婆家勤俭
持家。当时，老小姑子5岁，六弟七弟才8岁和7岁，但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特会照顾人的大嫂，这
也为侯振荣日后开幼儿园打下了基础。当时，全家10多口人就住在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丈
夫几次提出租房单过，可侯振荣说：“身为长子，我们应当为父母分忧，刚刚结婚就出去过，父母会
伤心的。”后来，在丈夫的坚持下，盖房计划得以落实。为了节省资金，建房期间，丈夫挖土脱坯的
时候，已有身孕的侯振荣帮着打水和泥。到砌墙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还帮着搬运东西。房子
在腊月十六终于完工，他们的大女儿就是在新房子里出生的。

贤妻良母苦当歌，育儿持家无怨言
1974年，丈夫到通榆县什花道乡中学教书。勤劳的侯振荣，将学校分的一亩多地和家属房

前的园子侍弄得生机勃勃。冬天，瘦弱的侯振荣，每天带着还在吃奶的孩子赶驴车下甸子搂烧
柴。一次，回家的路上遇到狼，毛驴吓得不会动，孩子吓得大哭，是路过的一辆大马车把狼给冲跑
了。为添补家用，侯振荣骑自行车卖过油炸糕和冰棍。有一天，侯振荣正在走村串屯卖冰棍，突
然风雨交加，她只好躲到叫“火烧张”屯的一户人家，好心的大娘留她住了一宿。由于惦记着丈夫
和孩子，侯振荣流了一夜的眼泪。从此，她放弃了流动小贩的“职业”。

1984年，她家搬到了通榆县，可丈夫却调到离家很远的学校工作。侯振荣一边带3个孩子，
一边开始饲养鸡。当时家中仅有一铺土炕，孵化鸡雏占去一半，侯振荣每晚挨着孵化床睡，夜里
数次起来翻蛋，查看温度，一宿根本睡不了多少觉，那时的她累得又黑又瘦，但笑容永远挂在脸
上。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侯振荣永恒的目标。1991年秋天，侯振荣家的3间“北京平”终于竣
工了，在周围一色土平房中格外显眼，宽敞的院子有400多平方米。这时，侯振荣萌生了开幼儿
园的念头，可丈夫认为责任太大不同意。1991年冬天，趁丈夫驻瞻榆乡工作半年的机会，侯振荣
的幼儿园开园了。滑梯、秋千等设施是从一家关园的幼儿园赊来的。在侯振荣的精心经营和管
理下，幼儿园越办越好。

做贤内助学不辍，花甲之年喜出书
2003年，丈夫离岗做了专职律师。2006年，在丈夫的坚持下，侯振荣结束了经营多年的幼

儿园，回家专职操持家务。
侯振荣的丈夫巩固交际广泛，常有县里的文化名人到家里做客，爱学习闲不住的侯振荣通过

耳濡目染，对文化生活、文学创作产生了兴趣。家中常有聚会场面，饭桌上大家轮着起杯，侯振荣
开始尝试着以“四六句”吟诵的方式抒发情怀，由此赢得一片赞誉和掌声。这无疑是鼓励，也促进
了她萌发写作的想法。

2014年春节前，侯振荣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他们夫妻双方的亲属写“四六句”。随
后，她把写的文字打印到彩纸上贴到家中墙上，偶尔有来者欣赏之后，纷纷赞赏。2015年春
天，侯振荣随丈夫及朋友们去欧洲旅游，每天坚持以自己特有的书写方式记录着所见、所闻、
所听、所感。

侯振荣由于多年不碰书本，常常提笔忘字，但她坚持随时随地学习、请教。她对创作已达
到痴迷的状态，做饭时经常拿着纸和笔站在厨房里写；睡梦中来灵感，醒来随手拿起枕边的本
和笔写下来……每天字典、词典不离手。后来，为了方便写作，一辈子舍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
的侯振荣，竟破天荒买了个笔记本电脑。在边学习边创作的过程中，侯振荣成长很快，不久，
她加入了通榆县作家协会，其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更宽广了。

2016年，侯振荣自书的近20万字的《草根的春天》终于出版了，着实给亲友们带来不小
的震惊。

生活是一首歌，生活中的经历犹如那跳动的音符，以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
这才是生活幸福与生活质量的关键。今年，侯振荣还作为通榆县旗袍协会的主力，积极参加协会
的活动，用她与生俱来的热诚和善良发
挥着作用。年近古稀的侯振荣，不仅完
成了她个人的自我挑战，老有所乐、老有
所为，还实现了“夕阳泛美不争辉”的愿
景，激励着身边人努力向幸福生活前行。

近年来，洮北区司法局不断探索教育学习新模式，根据
社区服刑人员个人情况、社会关系以及心理动态等因素，因
人施矫、因人施教，打造多元化教育矫正模式，不断强化社
区矫正效果，提升社区服刑人员法治观念、道德素质和悔过
自新意识。

开展警示教育，筑起心中高墙。各司法所定期开展集中
警示教育，通过组织社区服刑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集
中训话、解读法治案例等方式，让社区服刑人员切身感受到
自由的重要性和社区矫正政策的人性化，着重强调与社区服
刑人员关系密切的管理规定，让其明白自觉接受社区矫正的
重要性。

强化法治教育，树立守法意识。针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
法律知识匮乏的情况，司法所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学历、犯罪
经历、工作等情况制定法治教育计划，分类进行个别法治教
育，直击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盲区，让他们自觉遵守法律，
维护法律的尊严。

注重道德教育，传播社会正能量。在加强法治教育的同
时，司法所注重“法德相伴”，用道德教育引导社区服刑人
员洗涤思想、崇德尚法，通过组织他们观看《感动中国》系
列专题片，学习“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引发了社区服刑人
员的情感共鸣，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家庭美德、个人道德、社
会公德的养成，提升了自律意识，巩固了矫正效果。

截至目前，洮北区已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与各类教育学
习2100余人次，“订单式”教育模式逐步改造了社区服刑人员
的思想，取得了较好的矫正效果。 （张旖 本报记者 汪伦）

洮北区司法局

打造多元教育模式提升矫正效果

丁利散文作品荣获
全国征文大赛银奖







































依
法
规
范
土
地
流
转

□

刘
良
军

周末杂谈周末杂谈

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助贫扶困伸援手 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两天售米近千斤
□李国文

新闻故事新闻故事

柴米油盐书幸福
——记通榆县居民侯振荣的生活之乐

□本报记者 薄秀芳 文/摄

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