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版4 本版主编 贾涤非 编辑 车丹萍2019年6月21日 国内新闻

广告经营许可证:吉工商广字07001号 本报地址:白城市中兴西大路43号 邮政编码:137000 总编办（传真）:3340153 一版编辑部:3340384 二版编辑部:3340142 三版编辑部:3341760 广告部:3323838
白城周末编辑部:3340401 新闻热线：13943450687 13943604545 报纸投送质量举报电话:3340020 白城新闻印务有限公司承印:3333467 零售：1.50元 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举报电话：3340153

年报时间：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统计局 海关总署

封路通告
广大市民：

经洮北区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省道扎
突县满斗桥（69.8公里处）进行拆除重建，
为确保施工期间行人及行车安全、方便，
2019年6月20日至10月31日，对该处封
闭交通。

施工期间有便道通行，给广大行人、行
车带来极大不便，敬请原谅。

特此通告
洮北区公路建设办公室

白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公路巡警大队
2019年6月19日

封路通告
广大市民:

经洮北区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乡道
Y015林海至甜水K6+376—K7+576 段(穆
家店)进行养护大修施工，为确保施工期间行
人及行车安全、方便，2019年6月20日至7
月31日，对该路段全线封闭交通。施工期间
该路段社会车辆行人请绕行，给广大行人、行
车带来极大不便，敬请原谅。

特此通告
洮北区公路建设办公室
白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公路巡警大队
2019年6月19日

公 告
刘立伟:

本院受理的杨耕富申请执行刘立伟债务
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7〕白洮执字第110-1号执行裁定书，撤
销对白城市农业科技一条街北2号楼西16
号门市房的拍卖。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20日

公 告
刘立伟:

本院受理的杨耕富申请执行刘立伟债务
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07〕白洮执字第111-1号执行裁定书，撤
销对白城市农业科技一条街南2号楼西15
号门市房的拍卖。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法院

2019年6月20日

通榆普西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由通榆
县人民政府授权通榆县会计管理中心出
资设立，公司注册2000万人民币。经营
范围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

2019年普西公司为扩充专业技术力
量，拟招聘员工12人,年龄在35周岁以
下，会计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名者需
携带简历、身份证、毕业证和相关专业
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报名时须填写应
聘岗位，填报后不得更改，报名截止
后，招聘单位统一安排招聘考试。

一、公司经理（1人）：
1．取得土木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

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3年；

2．熟悉项目报建流程，熟悉质量
管理部门的工作流程；

3．懂工程概预算；
4．具备中级以上专业职称（含中

级）。
二、投融资专员（1人）：
1．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金融管

理及财会等专业优先。
2．掌握项目融资程序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
3．具有专业资格、职称等资历者

优先。
三、财会人员（2人）：

1．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有会计
资格证书（只限会计，不限现金员）。

2．熟悉国家财经法规，熟悉企业
财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具有相关财
务从业经历者优先。

四、项目前期管理人员（2人）：
1．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熟悉项

目前期手续办理流程。
2．具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五、项目管理人员（5人）：
1．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

程专业，具有2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
验优先。

2．具有专业资格、职称等资历者
优先。

六、文秘人员（1人）：
1．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
2．操作电脑熟练，熟悉办公软

件，了解常用办公设备的操作，具有编
写标准格式公文的能力，熟悉档案管
理，资料整理。

工资待遇：按照劳动合同法和人社
部门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7月1日
报名地点：
通榆普西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洪滨
联系电话：18443680468

招 聘 公 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
描绘北疆草原壮美风貌的民歌传唱至今。生态是
内蒙古最大的资源，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

作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推
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着力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把祖国北
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绿色行动，筑牢北疆生态屏障
仲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进

入一年中最美的时期，树木苍翠、百花竞放，昔
日嘈杂的斧锯声彻底消失。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4年前全面禁
伐，‘砍树’变‘看树’，换来了生态持续恢复。”
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党委书记陈佰
山自豪地说，与20年前相比，林区的林地净增约
139万公顷。

大兴安岭之“变”，只是内蒙古生态修复成效
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在
中央支持下大规模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
保护、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
生态已实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

全国劳模殷玉珍家住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
乌苏村，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过去，抬头低头
全是沙。春天，‘黄风’刮得天昏地暗，一夜就把
门堵了。”

从栽下第一棵树苗起，30多年来，殷玉珍
夫妇吃住在沙窝子里，硬是将6万多亩荒沙变成
了绿洲。“到底是我把沙治住了吧！”殷玉珍举目
四望，樟子松、沙柳等植被铺满眼前，“绿海”
起伏。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
态功能区。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2.1%，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

化、沙化土地连续17年“双减少”，草原植被平
均盖度已连续3年稳定在44%，恢复到20世纪80
年代中期水平。

绿色转型，打破资源经济“天花板”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民达露天煤矿，

昔日的开采区已经复垦、绿化，种植着蔬菜瓜果，鸡
舍、羊圈、牛棚一应俱全，一片绿意盎然。

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滚滚乌金曾带动GDP
高速增长，但也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内蒙
古痛定思痛，下决心全面建设绿色矿山，加快绿
色转型。

“我们坚持做到开采一块，复垦一块，绿化一
块。”民达煤矿负责人贾五宽说，矿区还将复垦区
产业升级，建起一个现代生态农业园，实现了资
源开采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统一。

地区“一煤独大”，产业附加值低、后续动
力不足等问题，是内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
越的另一道坎。近年来，全区抓住市场机遇，引
导企业走煤炭转化增值道路，促进现代能源经济
发展。

乌黑的煤粉送入生产线，就能生产出如矿泉
水般清澈的柴油、石脑油，在国能集团鄂尔多斯
煤制油分公司，奇幻的变化令人惊叹。目前，这
家公司运营着全球首条百万吨级煤炭直接液化生
产线。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的中天合创煤炭化工
一体化示范项目，每年可转化煤炭800万吨，设
计年产137万吨聚烯烃产品。去年项目开始全面
运营，实现收入近114亿元。

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甲醇……
如今，内蒙古已构建起规模、技术领跑全国的现
代煤化工产业集群。去年底，全区煤炭转化率已
超38%。

绿色发展，新兴产业渐成集群
指示灯不停闪烁，服务器高速运转。落户乌

兰察布市的华为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去年已有
1万多台服务器投入运行，可容纳30万台服务器
的二期项目将于今年竣工。

近年来，内蒙古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
产业、新动能，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
新体系正在逐渐成形。

内蒙古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内蒙
古气候条件适宜、地质结构稳定，且具有低电价优
势，大数据产业正成为内蒙古经济的新动能。特别
是抓住入选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契机，内蒙古
聚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吸引三大电信运营
商和苹果、华为等行业龙头签约入驻。如今，全区云
计算服务器承载能力达到百万台，领跑全国。

超洁净生产车间里，机械手稳稳地传递着玻
璃基板。总投资200多亿元的京东方鄂尔多斯
AM-OLED显示器件项目，去年二期工程的产量
不断提升。

去年5月投产的包头江馨微电机公司，用稀
土永磁材料制造的微型变焦马达，体积小，性能
好，广泛用于制造手机、电脑、安防、机器人等
设备的摄像头。

电子信息、清洁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去年，内蒙古全区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7.1%。同时，现代物流、电商等服务业
也蓬勃发展，三产增加值比重、增长贡献率“双
过半”。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9日电）

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绿色发展
——内蒙古在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中奋进

●新华社记者 任会斌 安路蒙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花卉培育基地，
姹紫嫣红、花型各异的月季花正在烈日中争相
怒放，汇成一片彩色的海洋。研究院高级工程
师巢阳正穿过花丛，细数着那些自主培育、精
心养护的月季品种。

而在80多公里外的延庆，北京世园会国
际馆内，300多个品种的中外月季精品也在
近一个月来集中展示，色彩缤纷的月季吸引
了一批批爱花人前来观赏，月季丛中人潮涌
动，赞叹声不绝于耳。巢阳和同事历经多年
培育的“红五月”等多个自育月季新品也在
其间灿然绽放，向各地游客展示中国月季的
魅力。

“我希望能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月季品种，让不会种花的老百姓也能养好月
季，让月季带动花农致富，更希望中国自育的
月季能开遍世界各地！”巢阳说。

“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春。”月
季被称为“花中皇后”，花姿秀美、花色绚
丽，具有顽强生命力。中国是月季的发源地之
一，也是最早开始栽培、选育月季品种的国家
之一。宋代的《月季新谱》中就记载了41个
月季品种。

“中国有着悠久独特的月季文化。”北京市
园林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世界月季联合会副
主席赵世伟说，在中国古代，由于花开不断，
月季又名长春花、月月红，又因月季的“季”
字与“吉”谐音，因而月季在中国被赋予了

“持久、永恒、长寿、吉祥”的美好寓意。而
中国月季“重复开花”的特性也对现代月季的
育种发展产生历史性贡献。

据介绍，我国已有超过70个城市把月季
作为市花，北京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月季适宜
在北京地区栽植，1987年，月季与菊花并列
成为北京市的市花。经过30多年的推广种
植，如今，在北京的二环至五环，已形成长达
250公里的“月季项链”。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数据显示，目前北京
的月季栽植面积已达2.5万亩，栽培的月季
品种总计超过2500个，种植总量达5000多
万株。在北京城区，车行道路中间及路
旁，成排怒放的月季花总能让过往的市民
心情愉悦。在北京的公园绿地、大街小巷，
市民的房前屋后，也处处能看到灿然绽放
的月季花。

“月季之城”的美丽离不开园林人的努

力。为了让月季花开北京，改变北京城市绿化
中景观单调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起，北京
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就开始了月季引种、选优和
推广应用工作，引进搜集整理各类月季品种
350个，成功向市场推出了一系列品种，广泛
应用于北京园林绿化中。

尽管月季把北京装点得分外美丽，但北
京园林绿化中使用的月季品种中大部分引自
国外。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月季育种专家冯慧表示，国外的月季作为一
项产业进行商业化育种工作已进行 200 多
年，有大量的植物材料和知识积累，每年都
有新优品种推出，而国内商业化月季育种工
作才刚起步。

为了培育出中国月季品种，避免国外引
进月季品种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问
题，巢阳和月季研发团队其他成员，经过
10多年艰辛努力，从搜集到的近两百个月
季品种中，两两配对、逐一杂交、不断试
种，最终从近2万株杂交后代个体中成功筛选
出了“红五月”“春潮”“北京粉”“暗香”4
个适应北方地区环境、抗旱抗寒耐贫瘠的优
良品种。

培育月季的过程漫长、熬人。巢阳说，
培育工作的前三五年，大家天天下地，因
为缺乏自育经验，相关书籍也少，只能一
点点去试。“不管刮风下雨都蹲在地里观
测，一看就好几个小时，每天记录近2万棵
苗的各种性状，一遍遍看花，最后都看得
想吐。”

渐渐地，一些行内熟悉的朋友已经转
行，自育月季还是没出来。巢阳不甘心放
弃，仍苦苦坚持。“我这人就是‘杠头’，爱
较劲，一定得看到一个结果，就咬牙坚
持。”巢阳说，这份坚持中不仅有对月季的
热爱，还有责任感，“国家投入那么多让我
们研究，我们必须得解决实际问题，培育咱
中国自己的月季品种，打破国外品种对中国
市场的垄断。”

如今，“红五月”已从北京推广至内蒙
古、辽宁等地，向市场推广100多万株。

“我们的月季复兴之路才刚刚开始。”赵世
伟说，“我们有义务、有决心和信心用一辈子
去复兴中国的月季事业，培育出更多中国自己
的品牌月季和新优品种，让中国月季走向世
界。”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月季之城”育种人：愿中国自育月季品种开遍世界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阳娜

（上接一版）在全区开展了“千名干部驻村实施五帮
扶两推动”“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百日攻坚”等活
动，区领导分别按照各自包保任务和16条脱贫攻
坚战线职责分工，充分发扬“聚力攻坚，克难奋进，
善谋实干，不成不休”的老城改造精神，以使命在
肩、势在必行、务求必胜的决心和干劲真帮实驻，与
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镇村干部话发展、
谋出路、想办法。

他们既当指挥员，更是战斗员，在贫困户家中，
他们铁锹、扫帚齐上阵，清垃圾，堆柴垛，一身灰两
手泥；在困难家庭的小园里，他们打垄、浇水、点籽，
成了庄稼院里的行家里手。“今年的房前屋后种点
啥？”“家里想养点啥？”“您家里还有什么困难需要
我们解决？”“村路两旁种点什么？”……每一句都情
系百姓,每一句都问计于民。

俯下身子才能闻到泥土的芳香，走进百姓才驻
进百姓的心里，洮北区的党员领导干部用最直接、
最简单的方式，表达了拳拳为民之情，更让全区困
难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洮北脱贫摘帽的决心与信心。

一份担当：扎根脱贫一线，问计贫
困群众，以舍我其谁的勇气聚力脱贫
攻坚

“有啥活，干啥样？”“谁来干，怎么干？”带着问
题下沉，对标作战，对表消号，洮北区从区领导到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都将工作重点下沉到脱贫一线，
走村入户，访贫问计，对发现的问题更是不遮丑，不
回避，主动认领，深入整改，为洮北脱贫摘帽奠定了
基础。

“您和老伴身体都有残疾，领到残疾人补助了
吧？”“领着了。”“咱家有低保不？”“有啊，啥也不
差。”“看来您对咱政府的扶贫政策是很满意的。咱
这个农机合作社的分红都有吧？”“有啊，没有那写
上，那不就是虚的了嘛！”这是洮北区脱贫攻坚突击
队队员牛涛与东胜乡新合村贫困户曲祥海的一段
对话。

洮北区脱贫攻坚突击队自5月5日成立以来，
始终活跃在脱贫攻坚一线，每到一户，队员都与贫

困户亲切交谈，并认真核对贫困户信息表，耐心细
致地询问，详细的记录在册，绝不漏掉任何排查信
息，他们以钉钉子的韧劲，对全区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进行全面核查，并针对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对排查和自查出的问题和
不足，各乡镇、村主动认领，立即整改，并做到举一反
三，坚决做到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确保整改到位。

与此同时，洮北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也纷纷深
入乡镇、村屯，坐上热炕头，拉起家常话，“您老人家
身体还好吧！家里还有啥困难，对我们扶贫工作还
有没有啥意见呀？”“没有，没有，这党的政策太
好了呀。你说过年那阵你送来了豆油，还给我妈
买了护膝，我们当儿女的都没想到的你都帮我们
想到了啊，太感谢了。”听到包保干部的询问，青
山镇黎明村80多岁贫困户江玉苹的儿子忙替母亲
表示感谢。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切实解决贫困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产、生活困难成了每
位洮北党员干部的共同目标。他们还根据各村实
际，引导贫困户挖掘自身潜力，鼓励贫困户根据家
庭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并鼓励
实施订单种养业，积极帮助研究发展庭院经济、开
展村屯环境整治、解决群众实事难事、查找村级工
作短板、规范基础信息档案，全力推动医疗、教育等
各类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和危房改造、安全饮水、铁
篱围墙工程建设等重点任务顺利实施。

他们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解民忧、
帮民困、助民脱贫，一件件看的见摸的着的好事实
事，犹如春雨般滋润着洮北大地，也温暖着百姓的
心田。

一股合力：包保部门精准帮扶，行
业扶贫兜底保障，凝心聚力向着脱贫
摘帽的目标全速推进

走进德顺蒙古族乡城四家子村，沿着平坦的水
泥村道一路前行，一条条通往各自然屯的水泥路在
不断分支延伸而去，通向各家各户。田地里三三两
两的村民一边劳作，一边笑谈着如今的幸福生活，

眉梢眼角流露出喜悦；错落有致的房屋，清翠挺拔
的绿植……一幅美丽和谐的乡村美景图展现眼前。

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洮北区持续加大美丽乡
村建设，不断加大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大力开展村屯环境卫生整治，实施农村环卫一
体化建设，各包保部门也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作为
包保帮扶的重要抓手，帮助贫困户扫庭院、清垃圾，
种果树、栽花草，让昔日的小乡村发生了大变样。

各乡镇、村更是放大自身优势，积极探索脱贫
致富出路。洮北区青山镇做起了闲置房屋的大文
章，他们将村里闲置的房屋打造成美丽农家，打起
了休闲“农家乐”的小算盘，有效地激活了农村经济
的活水。洮北区金祥乡则找到了小庭院里“金钥
匙”。该乡把产业培育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和
长久之计，采取“合作社+农户+订单”的发展方式，
引导村民利用好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让群众从

“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带动更多的农民依托合
作社开展自种，大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为群众稳
定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
场”的无缝对接。

洮北区不仅仅为群众脱贫致富找路子，更要为
他们织牢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全面推进了“一人
一策”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即时结报、门诊慢特病报销、医疗救助兜底等
惠民政策，有效解决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洮
河镇两家子村的吴俊良就是受益者之一，“现在党
的政策真好，我这几天身体一直不太舒服，正想着
进城检查一下，没想到医生就来到俺们村了，送医
又送药。俺们在家门口就把病看了，你说好不好。”
包保部门与医疗专家的到来，帮吴俊良解决了燃眉
之急。

贫困群众感受的不仅仅是医疗和环境的变化，
从就业到教育，从医疗到住房……洮北区紧紧扭住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个基本保障，正在编织一
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房屋新了、乡村美了、路通了、水净了……一条
产业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脱贫之路，在洮北
正渐次铺开，洮北正向更加美好的日子进发!

参观者在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校园内欣赏和拍摄芍药（6月19日摄）。
近日，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校园内约7000株成年芍药陆续

开放，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欣赏。 新华社发(张春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