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我市解放思想推动白城高质量

发展大讨论活动开展以来，白城市
群众艺术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
合我市创城工作的安排部署，扎实
推进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11月 9
日，市群众艺术馆的文艺工作者们
来到市区内一家大型民营养老院进
行慰问演出，为那里的老人们送去
了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受到了老
人们的热烈欢迎。

演出在一段精彩的二人转小帽

中拉开帷幕。二人转是我市老年人
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因此一
开场就把现场的气氛变得欢快热闹
起来。随后的民族歌曲、戏曲联唱、
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在表
演中还不忘与现场的老人们进行互
动，并向老人们送去亲切的问候，让
老人们感受到了文艺工作者们的热
情与关爱，现场的老人们更是不时
报以热烈的掌声。尽管演出场地并
不宽敞，条件比较简陋，但是文艺工
作者们仍然全力以赴奉献了一场高
水平的演出，而现场观众们的热情也

深深地感染了文艺工作者们，温馨、
和谐的氛围深深地感动着现场的每
一个人。

据了解，我市掀起解放思想推动
白城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的热潮以来，
市群众艺术馆多次开展了集中学习
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和白城市委关于开展解放思想推
动白城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的相
关文件精神，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
识到大讨论活动的重大意义，并根据
实际和业务工作相结合开展讨论，同
时将学习和讨论的成果落实在实际
工作当中，加快推进和发展各项群
众文化艺术工作，以实际行动为我
市创城工作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本报记者 张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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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的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是
2009年6月组建的，现有离退休党员13名，平均年龄67岁，都是乡里和乡直单位
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不断探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在新时期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结合支部实际制定了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十
要”（要时刻牢记党的宗旨，不忘初心，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模范执行党的
各项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议等）“十不要”（不要放松学习和人生观的改造等）“八
带头”（带头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做与时俱进、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等）模式，经
过实际操作运行，收到显著效果。

模式操作之一：架起党群联系的桥梁

为了架起党群联系的桥梁，也为了方便老党员们学习，2010年10月，支部组
建了党群联谊活动室，并同支部书记张树森创建的传播先进文化阵地“报吧”和本
乡迷子荒村农家书屋整合在一起。每天10来名老党员活动在整合后的党群联谊
活动室，甘当“志愿者”。室内有图书2.1万册、报刊70余种，内设党的代表大会文
件学习处、国家领导人著作书柜、科普书摊、蒙古族文书摊、实用技术推广处、科学
技术书柜、实用技术书刊赠送处、科普咨询处、同青少年“大手拉小手”活动处、实用

科学技术电子查询机、新时代传习所、红色基因传习室、少数民族文化传习室和政
策与法律书摊等十几个活动处，凡是群众所需的应有尽有。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的老党员，以前都是乡里的老干部，是乡里各方面工作的精英和业务骨干，也是“乡
贤”，所以整合后的迷子荒村农家书屋交由他们管理。在支部老党员的号召和带动
下，每天村民和青少年三五成群地来到党群联谊活动室，与老党员共同学习，开展
谈心、谈话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来活动室活动的村民和青少年有3000
多人次，其中，有30多名青年农民成为乡里各个产业的排头兵，有20多名中小学
生成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党群联谊活动室在支部老党员们的管理下，为村民同
步奔小康启动了“加速度”，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奏响了“好声音”，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传播了“正能量”。2017年12月，迷子荒村农家书屋被授予“国家级示范农
家书屋”。“乡贤”管理农家书屋的模式在全国农家书屋管理工作中推广。

模式操作之二：在群众急需时解难题

当了解到村民想致富、想学习致富本领和急需科学技术时，支部老党员们立即
行动起来，在党群联谊活动室专门开设了科普书摊和实用科学技术书柜。每年都
会筹资采购新书，备有2000多本实用科普图书和资料，供村民学习查阅使用。老
党员们一面组织村民在党群联谊活动室学习和咨询，一面开展下乡送书活动，把书
送到有难题的村民手中，每年送书500多人次。村民接到书后说，这是老党员们为
我们送的“金钥匙”。迷子荒村农民曲凤江老人，身体不太好，支部老党员们连续为
他送书8年，增加了曲老种地的科技含量，年年获得丰收，乐得他合不拢嘴。

模式操作之三：在群众有难时解民忧

只要听说有人遇到灾祸，支部老党员们都积极捐款，表达爱心。曾经为汶川、
玉树等灾区同胞积极捐款；为通榆县八面乡遭受火灾的兄弟姐妹捐款；先后为本乡
23户贫困户捐款扶贫。迷子荒村张玉芝大娘年近七旬，她的丈夫和大儿子相继病
逝，二儿子和女婿患重病卧床不起，老儿子患糖尿病，张玉芝本人患红血球增多症，
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每月定期打针，还得在长春市买进口药……一家人步履艰难，
生活特别困难。老党员们在了解到她家的实际情况后，每年都会多次为张玉芝家
捐款捐物献爱心，帮助她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仅支部书记张树森一人，就为
她家先后捐款6000多元。

模式操作之四：在群众最盼时献真情

在平时与村民的接触中，老党员们了解到，村民最盼的事儿是平安，也就是构
建和谐乡。如何解决这件事儿呢？支部老党员们在讨论后一致认为，首先要把法
律和文明带给百姓。于是，党员们在党群联谊活动室内创建了法律书摊、法律书
柜、法律咨询处、法律调解处和好家风传习室等，开展宣传法律、家庭和社会文明的
工作。每年有上千余村民和青少年来到党群联谊活动室学习法律，进行法律咨
询。党员每年调解村民间矛盾纠纷达50余件，化解群众上访事件十几起。在好家
风传习室，总结出老一辈革命家家风10条和本乡“好家风”户12户，“坏家风”户2
户，制作成展牌，挂在传习室内供村民和青少年参观学习、警示借鉴。老党员们还
开展了下乡为百姓送普法书和资料，遇到有邻里矛盾纠纷的就前去调解。老党员
们还为全乡青少年编写了行为资料《青少年行为鉴言》，共13篇，省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在全省青少年中推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为该乡成为
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县“普法先进乡”做出了贡献。

包拉温都蒙古族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探索运行“十要”“十不要”“八带
头”模式几年来，“十要”“十不要”“八带头”已成为支部党员们行动的指南和
座右铭。人人履职尽责，始终保持不忘初心、发光发热的革命热情，支部成为充
满朝气的党支部，党员成为村民的“好帮手”。支部和党员多次受到国家、市、
县和乡党委的表彰。党支部在2012年被通榆县委评为“先进党支部”，3次被乡
党委评为“先进党支部”。支部书记张树森在2009年9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8年2月，被省老干部局授予“全省离退休干部‘好
书记’”等称号。支部老党员中有4人，分别受到市、县、乡党委和政府在文化
和关心下一代等方面的表彰。荣誉代表过去，包拉温都蒙古族乡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的老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把荣誉当做今后工作的动力，处处按照支部的“十
要”“十不要”“八带头”模式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为践行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乡各族人民实现“中国
梦”做出新的贡献！

1988年出生在大安的杨巍，美丽天真，活泼开
朗。可她11岁那年，厄运却悄悄降临了。由于脑血
管畸形压迫脑部神经，导致其右侧手脚偏瘫和语言障
碍，精神肢体二级残疾。从此，她变得内向、自卑、
厌世、自闭、自暴自弃。

一次，家人偶然在电视中看到关于大安市残疾人
创意大院的新闻，一位70多岁肢体二级残疾的老人
拖着行动不便的身躯，很阳光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
令他们心生敬意。第二天，父亲开车拉着杨巍来到距离市区10多公里的大安
市残疾人创意大院。一进院，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五彩缤纷的花卉，喜人的大葫
芦，清新的空气及优雅的环境和乐观开朗的人们。走进室内，看到各种精美的
剪纸、秸秆画、蛋雕、葫芦雕刻等手工艺品，爷俩被深深地吸引了。当场要求
到残疾人创意大院学习，掌握一门技艺，为今后创业打基础。2017年8月6
日，杨巍满怀憧憬带着行装，住进大安市残疾人创意大院。杨巍刚来时因行动
不便、语言障碍及没有一点美术功底，一度很苦恼。针对杨巍的现状，大家先
从她的思想观念入手，让她明白自强才能让自己生活得更美好，自信才能学得
轻松，自律才能让生活井井有条，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梦想。她
努力地渐渐适应环境，遇到陌生人不再恐惧和紧张，变得乐观、向上，脸上总
是挂着甜甜的微笑。在大家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杨薇坚持了下来。

杨巍拖着一条残腿和一只残手，学习手工艺谈何容易。她先从剪纸入手，凭
借着师傅李桂荣精心灵活的传授，坚持用一只左手刻苦学习，短短半个月时间就
能剪出精美的剪纸作品，大家纷纷为其点赞，让她信心倍增。她还接到订单，为他
人剪剪纸作品，有生以来靠自己努力赚到第一份报酬。

李桂荣老师还根据杨巍的喜欢和自身实际情况，开始传授葫芦烙画技术。为
了让她一只左手能烙出画来，残疾人创意大院的师傅们为她制作葫芦夹子，教她
葫芦绘画和葫芦烙画。为了尽快把技术学到手，她吃住在残疾人创意大院，贪黑
起早用心学技艺，在短短几个月就烙出了精美的作品，备受人们青睐。杨巍制作
的葫芦工艺品，人们纷纷购买，纯收入2000元左右，她实现了人生价值和梦想。

2017年底，杨巍参加了“白城农商行杯”首届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在
经历了重重考验和选拔后，她脱颖而出，获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这是她
人生中的首个荣誉，杨巍非常振奋，家人和朋友都为其能有这样的成绩感
到惊奇和赞叹。

2018年6月，杨巍又参加“白城农商行杯”第二届创业创新大赛暨吉林省第
二届“摆渡杯”创业创新大赛白城地区选拔赛，取得专项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被推荐参加9月份吉林省“摆渡杯”创业创新大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让大院
全体人员热血沸腾，这更鼓舞和激励着她前行。2018年 5月，杨巍成为大安
市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6月，在大安市经济局申请了“民间匠人”称号。

短短的一年时间，一个封闭自己多年的懦弱女孩，蜕变成光鲜亮丽、满身正
能量的民间艺人，化茧成蝶振翅飞翔。她怀着感恩的心，继续刻苦学习葫芦烙画
技术，回报大院、回报恩师、回报社会，让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让党旗在草原上生辉让党旗在草原上生辉
——通榆县包拉温都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探索“十要”“十不要”“八带头”模式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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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传习十九大精神。

群众在党员活动室读报。

市群众艺术馆文艺工作者到养老院慰问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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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杨巍正在葫芦上烙画。

图为慰问演出现场。

2018年11月23日，我市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八
批信访件，共计15件（重点案件6件），来电5件，来信10件。其中，大安市
1件、洮南市7件（重点案件3件）、镇赉县3件（重点案件1件）、通榆县4件
（重点案件2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件，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8个。其中，生态问题12
个，占66.6%；大气环境问题1个，占5.6%；扬尘污染问题2个，占11.1%；
噪声问题2个，占11.1%；垃圾问题1个，占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