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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章承仁未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白城市海明西路40-3#号（鹤林苑15号

楼）3单元西侧与裕隆供热公司东围墙间擅自建设车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18年5月
16日对章承仁作出限期7日内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白执罚字〔2018〕第20294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5月29日依法进行了催告（白执强催字〔2018〕20294号）。

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在公告之日起7日内
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2018年6月11日

公 告
白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行政强制公告书

白执公告字〔2018〕20294号

新华社福州5月10日电（记者刘
娟）在福州闽江畔，一尊革命浮雕颇

为抢眼，上面镌刻着中国共产党早期
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开展工人运动的
事迹，一股信念感“穿透”黄岗岩扑
面而来。

“他是一个信念极其坚定的人。
革命早期，事业能不能成功，完全是
一个未知数。很多人因为害怕、犹豫
走向了歧路，而他则到临牺牲的那一
刻依然十分坚定，并留下遗嘱‘希望
党组织教育我的子孙不要走与我相反
的道路’。”王荷波的侄孙王飞说。

在众多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中，
王荷波的名字也许鲜为人知。然而，
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人生经历、
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品重柱
石”的共产党员本色却永垂青史。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
出生于福州。1916年，王荷波考入
津浦铁路南段的浦镇机厂。1922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浦口党小
组成立，王荷波是负责人之一。在他
的组织领导下，很快成立了浦口铁路
工会。王荷波严以律己，公私分明，
从不乱花大伙一文钱，深得工人群众
的信赖。在他40岁生日时，工友们

送他一块大红绸，上面写有“品重柱
石”四个大字。

1923年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
路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
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随后又组织津
浦路沿线工人举行罢工，有力地支援
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

1923年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席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
中央执行委员。9月，王荷波被增补
为中央局委员。

1925年1月，王荷波在上海参加
了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
员。同年2月，王荷波当选为中华全
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5月，当选为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6年2月主持召开了全国铁路
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5月出席第
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为中华
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7 年 3 月，王荷波与周恩

来、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
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党的
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
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为
首任主席。

1927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
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北方
局书记。会后，被派往北京领导北方
党的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
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
员。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于10月
18日被捕。

1927年11月11日，王荷波被军
阀张作霖下令枪杀，壮烈牺牲，时年
45岁。

如今，王荷波离我们而去已有90
多年，但他的精神仍然在鼓舞着后来
者。2017年，话剧《王荷波》在多
地上演，该剧编剧赵瑞泰说：“有的
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王荷波是后一种人。”

招聘启事
因业务拓展需要，白城日报社广

告部现面向社会招聘广告业务人员。
具体要求：1．中专及以上学

历，具有广告行业从业经验；2．
性格外向，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
力；3．良好的客户服务意识；4．
对广告业务工作有较高的热情；5．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优秀的沟通能
力；6．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有强
烈的责任心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工资
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3323838

“品重柱石”王荷波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为王荷波像（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6月9日，市民在非遗嘉年华灯笼猜谜区猜谜。
当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五届“芳草非遗嘉年华”大型公益活动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

民俗博物馆举办。本届嘉年华活动分为非遗传承人现场传艺区、魅力非遗优秀学生作品展示
区、灯笼猜谜区等，众多非遗技艺和产品与公众见面，吸引市民亲近非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新华社记者赵冰摄

北京周口店遗址猿人洞保护棚将于7月完工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樊攀 张漫子）记者9日从

北京市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获悉，采用三维扫描、三维建模
复原、无人机测量等先进技术实施的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
（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将于7月完成。3700余平方米的
保护棚将为猿人洞撑起一道“保护伞”。

周口店遗址是我国第一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文化遗产，猿人洞保存了遗址最完整的地层序列和丰富的
科学信息。

记者在周口店遗址看到，保护棚采用空间单层网壳钢
结构，以最小化对遗址本体的干预。保护棚由825块上下
两层叶片组成，叶片之间留有空隙，既能隔绝雨、雪、冰
雹、阳光等对猿人洞的影响，又能使猿人洞通风透气。保
护棚外层还将用绿植覆盖，从而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

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于
2015年10月正式实施，运用了大量先进科学技术，开展
了风洞试验、排水试验、采光试验等，为精准施工和遗址
保护提供了保障。工程同步实施了保护工程技术监测项
目，既确保了施工中遗址本体安全，也为今后遗址保护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农机合作社：让农民在家就能“收”麦子

6月9日，沙雕创作者在创作世界杯主题沙雕。
近日，第二十届舟山国际沙雕节前期配套活动——位于浙江舟山朱家尖南沙景区沙雕展

区的“沙雕世界杯”正在持续创作之中，计划于6月15日向游客整体开放。
据了解，“沙雕世界杯”共有7座主沙雕，占地1500平方米，内容包含足球明星人物、传

奇球星墙以及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等。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新华社济南6月9日电（记者邵琨）眼下
正是“三夏”农忙时节，山东省枣庄市的小麦
种植大户杨传山这几天却很少到麦田里去，不
是在家待着，就是在树荫下喝茶凉快。

“要不是你来麦地里采访，我今天也不过
来。”在一片金黄的麦地里，戴着墨镜、一身
休闲打扮的杨传山对记者说。

在他的农场里，机声隆隆，联合收割机
走过，成片的小麦被一分为二，麦穗被收集
起来，秸秆和麦壳被粉碎后抛撒在麦田里。
在地头等候的一辆辆三轮车，把刚收完的小
麦运出来。

不一会儿，反转灭茬机开进麦田，将粉碎后
的秸秆、麦茬埋到地下，形成一片松软的土地。

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农技站站长晁杰说，
灭茬能让秸秆还田，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减
少病虫害，还能减少焚烧秸秆造成的污染。

杨传山站在地头边上，看着麦田里忙碌穿
梭的机器说：“俺都不用弯腰，在家躺着睡觉
都可以。”

今年63岁的杨传山是枣庄市驿城区底阁
镇一家农场的负责人，种了560多亩小麦，不
到3天就已全部收获完毕。“像我这个岁数，1
人收这500多亩麦子，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杨传山说。
如今，“三夏”已不像过往，必须得青壮

年男劳力回家。现在年轻人在外面打工不回
家，依靠农机合作社的现代化设备，留守的老
人、妇女就能把麦子收完。

今年，枣庄农机部门调动300余家农机合
作社，集中承揽了种粮大户、种粮合作社的抢
收任务，托管式服务、套餐式服务及订单作
业、承包作业等社会化服务得到普及应用。

依据各地小麦成熟收获时间的早晚，枣庄
农机部门以镇街为单位对现有机械统一调度、
有秩序地流动作业。

晁杰说，假如机器该来村里收麦子了，村
里大喇叭就会提前一天广播。第二天村民到自
家地头等着给收割机机手付钱就可以了。一亩
地不到10分钟就收完了，不愿意去的就在家
等着收粮，微信转账也可以。

“要是图省事，还可以直接帮你送到收粮
点卖了，在家光等着拿钱。”底阁镇底阁村党
支部书记杨传礼在一旁插话说。

如今，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秸秆还
田一块。从手工割麦到机器割麦，从自己收割
到社会化服务，科技离农民越来越近，麦收越
来越省时省力。

（上接一版）拓宽增收渠道。适时抓好春季水稻育秧。帮扶
工作开展以来，他们协调有关部门，为立新村修建排水泵
站、衬砌水渠、实施“柴改电”等工程，支持农户大力发展
水稻种植，水稻种植面积已达到全村耕地面积的90%以
上，水稻育秧成为必不可少的庭院经济项目，按每平方米稻
苗可产生经济效益9元来计算，每户庭院培育稻苗在200—
400平方米之间，户均收入可达到1800元—3000元。充分
利用水稻苗床产生二次效益。水田插秧、补苗结束后苗床地
空闲，可种植生产周期相对较短的辣椒、大葱、黄豆等蔬菜
和豆类，经济效益比较明显。2017年，他们帮助协调购买
优质黄豆种1000斤，平均分配给全村农户，庭院种植黄豆
面积13.8万平方米，户均收入1000元；今年，又引进蒲公
英种植项目，与企业签订了订单合同，1亩地保守收入在
3000元左右。发展庭院养殖。利用庭院的剩余空间饲养畜
禽，已帮助发展各类养殖户186户。发展棚膜经济，推广

“合作社+贫困户”模式。通过申请扶贫项目资金54万元，
建成扣膜大棚28栋，项目占地2万平方米，棚舍种植面积
1.5万平方米。为使大棚尽快产生效益，他们协调有关部门
为大棚园区新修建2公里水泥路、架设了2.5公里动力电。
在运营上，产权归村集体所有，由村委会牵头，成立了长建
种养互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吸收贫困户全部入社，采取统一
建设、统一管理、统一分红的模式，通过合作社收益分红增
加贫困群众收入。2017年，扣膜大棚第一季种植了香瓜，
第二季种植了西瓜，收益已全部为入社贫困户分红，每户分

红730元。今年5月初，大棚第一季香瓜种植完成，预计6
月中下旬可以采摘上市。发展菌类产业，助推“龙头企业+
贫困户”模式。通过协调争取财政资金100万元建设的木耳
产业园项目，已建成木耳栽培大棚8栋，围栏400延长米，
每栋大棚可年产木耳1000公斤。同时木耳园区生产用工除
了技术工种外主要用有工作能力的贫困户，这样使贫困群众
不出村就可以打工，又能增加一部分收入。2017年，木耳
产业园项目为村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

农村要想奔小康，落实政策是关键
为有效推动教育、医疗等各类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市

政府办公室协调专家对村医和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
进行了医疗政策培训，同时请卫生、合作医疗、民政部门的
工作人员配合一起入户讲解，提高了群众对精准扶贫政策的
知晓率。帮助贫困群众和村民协调争取医疗、教育、低保、
信用贷款等19次，协调省人民医院、市卫计委、白城中心医
院的专家入户义诊5次，帮助村民开设了2所电商便民服务
站和1所农村淘宝爱心网点，乡卫生院为全村因病致贫的贫
困群众建立了“一人一策”医疗手册。目前，立新村贫困群众新
农合参保率和养老保险参保率均达到100%。此次驻村期间，
市政府办公室驻村人员分为5组，每天逐户对所包保的贫困
户进行走访宣讲，引导群众对精准扶贫政策从心里认同，充分
调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动性，消除非贫困户存在的与己
无关和攀比心理，切实把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落实到户到人。

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的盾构法越江隧道全线贯通
新华社武汉6月9日电（记者廖君 齐菲）经过700多

天的艰苦奋战，武汉轨道交通7号线越江隧道日前实现全线
贯通。8日在武汉举行的轨道交通越江隧道国际论坛上，武
汉地铁集团有关负责人透露，这标志着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的
盾构法越江隧道攻克了穿越复合地层的世界级难题。

武汉地铁集团董事长周少东说，7号线越江隧道是世界
首例公铁合建的盾构法隧道、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的盾构法隧
道。位于武汉长江二桥、青岛路长江隧道之间，隧道全长
2.6千米，直径达15.2米。

据介绍，建设过程中最困难之处在于，15.76米的超大
直径盾构机穿越“钻石层和年糕团”复合地层。盾构机要穿
越长江底石英含量高达70%的粉细砂层和富含黏土的强风

化泥质粉砂岩地层，就像在黏性极大的黏土里混进了钻石，
并在这样的地层里挖一条五六层楼高的超大隧道。这在中国
隧道建设史上是第一次，在全球工程领域也极为罕见。

为确保安全顺利洞通，武汉地铁联合施工方力克“钻石
层”，通过人工换刀等措施，克服了刀具磨损快的“硬”考
验。与此同时，还智取“年糕团”，解决了工程土质的

“软”难题。工程人员在隧道建设中还先后克服复合地层、
高水压、超浅埋、强透水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总结出一批创
新技术工法。

武汉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30.85公里，起
于园博园北站，止于野芷湖站，设站19座。按照正常进度
施工，7号线一期工程将于年内开通试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