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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王力凯、王玉红：
本院受理上诉人大安市国有林场（曾用名大安市机械林场）与

被上诉人刘成君、王力凯，原审被告王玉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二位公告送达〔2019〕吉08民终70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7月3日

拍卖公告
白城市盛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接受委托，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混砂4396.77m3，存放于白城市查干浩特经济

开发区岭下镇岭河村三社东侧，拍卖参考价：7.4万
元。

拍卖时间：2019年7月11日上午9时
拍卖地点：白城市盛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开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9年7

月9日、10日15时止。
办理竞买手续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2万

元竞买保证金。
联系电话：13624360055

75岁的蒋石林头发花白，皮肤黝黑，个子不
高但神采奕奕。在青山环抱的米花山红军烈士
墓，这位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才湾村的村
民，向寻访至此的新华社记者讲述了一段祖孙五
代守墓的故事。

米花山是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战的重要阵
地。1934年11月下旬，红军来到才湾村驻扎。蒋
石林说，父亲回忆，红军战士不扰民，用到群众
的粮食和柴火时一律按市价付钱，与军阀部队形
成鲜明对比。11月30日，脚山铺阻击战打响后，
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给红军送饭、送水和带路。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战
斗。在脚山铺的激烈战斗中，红一军团一师、二
师伤亡2000多人。

战斗结束后，蒋石林的爷爷蒋忠太带着12岁
的蒋受宇去距离自家老宅三四里路远的米花山砍
柴。在乱树丛中，父子俩发现了7具红军遗体。

“父亲说，虽然当时有些害怕，但是一想到红
军是为了老百姓才牺牲的，他们就觉得不能不
管，于是把7位红军烈士的遗体一起掩埋了。”蒋
石林说。就这样，这片树林中多了一座微隆的小
土包，7位红军的英灵在此长眠。

因为这件事情，蒋石林的爷爷被桂军关进大
牢，被罚钱罚谷子。出狱后没多久，爷爷就去世
了。去世以前，他特地交代，红军为人们做出了
这么多牺牲，一定要世世代代保护好这座红军墓。

按照桂北的风俗，蒋石林的父亲每年清明和
春节带着家人来扫墓。这既是纪念7位牺牲的红
军，也是完成老人留下的嘱托。

“从懂事起，我就每年来这里，爷爷掩埋牺牲
红军的故事，我听父亲讲了很多遍。”蒋石林说，

“父亲告诉我，红军替我们打江山、过上好日子，
一定要记住他们。”

父亲去世后，蒋石林又把这个故事讲给子

女、孙辈听。和父亲当年一样，蒋石林每年清明
和春节带着孩子们来扫墓。在外地上学或工作的
孩子都会回来。平时，他也会过来看一看，做些
除草和培土的工作。

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人想在这块土地上种果
树，他立即劝阻，把这一方小土包给保护了下来。

后来，这座红军烈士墓被县里重新修缮。宽
阔的石头步道和两旁的翠柏使红军墓更加庄严肃
穆。墓碑上的红星在青山的映衬下亮得耀眼。蒋
石林欣慰地说：“现在，人们来了，就有地方凭吊
烈士了。”

他告诉记者，墓前空地大约9米宽，“取的是
‘长久’的意思！” （新华社南宁7月2日电）

广西全州：一家人守护红军烈士墓85年
●新华社记者 黄可欣 朱超 黄浩铭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新华社天津7月3日电（记者郭方达）天津北
辰区一处院落，四周绿荫环抱，不时有清脆的鸟
鸣声，院落中央有一座金黄色的军人半身塑像，
下方镌刻着“登高英雄杨连弟”。

杨连弟，1919年生于天津市北仓镇北仓村，
14岁开始便帮工种地补贴家用，做过电工、架子
工等。

1949年3月，杨连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
道兵。在抢修北宁线滦河与安山大桥时，杨连弟
创造了“在跌落的钢梁下搭枕木垛，用短钢轨
代替起重工具移梁”的办法，保证了大桥的及
时修复。

1949年8月，杨连弟参加了陇海铁路8号桥
的抢修工作。该桥高45米，是当时全国最高铁路
桥。大桥遭到炸毁后，因施工难度极大，先前工
程队耗费较长时间未能修复。

面对无法攀爬的桥墩，杨连弟琢磨出用铁钩
绑杆子登高的办法，他带领18名战士在没有任何
安全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冒险登高作业。

前后耗时4个小时，9月4日下午1点，杨连
弟成功登上8号桥2号桥墩。他所创造的“单面云
梯”施工法，为大桥提前修复奠定了基础。当年

10月18日，8号桥顺利通车，比预定计划提早了
12天，杨连弟荣立大功一次，并被授予“登高英
雄”称号。

1950年杨连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
铁道兵团一师一团一连，当年11月赴朝参战。在
鸭绿江、大同江、沸流江、龙津江、清川江、百
岭川等铁路桥梁的抢修任务中，杨连弟均做出了
贡献。1951年3月，杨连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5月15日，杨连弟在抢修清川江大桥
时，被一颗定时炸弹的弹片击中头部，不幸壮烈
牺牲，时年33岁。

杨连弟牺牲后，被授予“特等功臣”“一级英
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等称号。陇
海铁路8号桥被命名为“杨连弟桥”，他所在连队
被命名为“杨连弟连”。

为纪念杨连弟的英勇事迹，2013年，天津

市筹资建立了杨连弟烈士纪念馆，免费向公众
开放。纪念馆分为艺术展厅、事迹陈列厅和多
媒体演播厅三个部分，用大量的图片、实物和
音像资料全面展示了杨连弟的生平事迹和卓著
战功。

家住天津市河北区的杨连弟之子杨长林告诉
记者，自己这一辈共三人，分别参加了海陆空三
军，就是因为从小受到父亲事迹的影响，“就想当
兵，继承父亲不服输、永攀高峰的精神”。现已退
休的杨长林一直从事杨连弟事迹的义务宣讲工
作。“英烈的精神永不过时，希望借助自己的力量
推动这些事迹流传下去。”他说。

“登高英雄”杨连弟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7月2日无人机拍摄的丹寨万达小镇。
2017年7月，贵州省丹寨县的丹寨万达小镇对外开放。两年来，丹寨万达小镇游客接待量

持续增长，为700余名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有力助推了丹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7月2日，马灌镇果园村村民在无土栽培西红柿大棚内采摘。
仲夏时节，重庆忠县马灌镇果园村的10余亩利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的西红柿陆续成熟。

近年来，果园村引进无土栽培、营养液调配、环境监测控制等技术，发展高品、高产、安全
的特色高效农业，有效提升了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7月2日，游客在新疆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体验沙疗。
入夏以来，素有“火洲”之称的新疆吐鲁番开启高温模式，独特的气候给沙疗保健提供

了特殊的环境，不少游客不惧高温炙热，到沙漠体验沙疗，享受大汗淋漓的快感。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7月3日，河北省饶阳县一家景泰蓝工艺品厂工人在摆放景泰蓝成品。
近年来，河北省饶阳县坚持传承当地景泰蓝手工制作技艺，通过培养手工艺人、创新制

作工艺等措施，使其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益得到了大幅提高。目前，该县景泰蓝产品多达近百
种，行销国内并出口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坐在宽敞的新家里，放了半辈子牛羊的沙尔
合提别克·哈吾斯力汗很满意如今的生活。

多年前，一些哈萨克牧民相中了新疆最大咸
水湖——艾比湖边的科克巴斯陶，带领家人迁居
于此，48岁的沙尔合提别克也在这片水草丰茂之
地长大、成家。但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艾比湖来
说，人畜频繁活动及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使周
边环境严重退化。植被遭破坏后，这里一度成为
沙尘暴主要策源地之一。

为修复艾比湖周边生态环境，再现蓝天碧
水，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2015年
启动生态移民计划，动员保护区内54户哈萨克牧

民迁往40多公里外的阿拉山口市居住。
沙尔合提别克和邻居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我们只会放牧，离开科克巴斯陶怎么生活？”牧
区没有电、自来水，沙尔合提别克虽向往生活条
件更优越的城市，但缺乏一技之长，他心中有些
担忧。

“我们携手阿拉山口市为牧民解决了后顾之
忧。”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姚书印说，当地采取“一对一”方式，对生活
困难牧民家庭进行帮扶，将牧民全部纳入城市
最低保障，提供安置住房以及就医、就学等扶
持政策。

让沙尔合提别克高兴的是，他有机会参加政
府定期组织的烹饪、电工等就业技能培训。“有了
手艺，我就不怕没法在城里立足。”

2017年8月，打消了顾虑的沙尔合提别克卖
掉牛羊，成为当地第一批生态移民。他先后考取
多本电工证书，妻子也在培训后进入当地企业成
为一名产业工人，眼下两人月收入能达到6000多
元。在他身后，180多名牧民先后迁出科克巴斯
陶，转变了昔日的生产生活方式，主动与现代生
活接轨，也让家乡生态环境休养生息。

通过生态移民、拆迁企业和人工增雨等多重
手段，如今，科克巴斯陶再次穿上“绿衣”，多年
不见的金雕、鹅喉羚、马鹿等野生动物重现身
影。不远处，一度濒临干涸的艾比湖面积恢复并
稳定在800平方公里左右。

听闻家乡再度芦苇摇曳，百鸟飞翔，沙尔合
提别克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高兴：“尽管十分不
舍得离开科克巴斯陶，但能让自己的生活和家乡
都变得更好，我很满意。”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3日电）

新疆：生态移民助推艾比湖湿地再现生机
●新华社记者 孙哲

吐蕃艺术珍品大展在敦煌举办

新华社兰州7月3日电（记者张玉洁）2日晚，
吐蕃艺术珍品大展《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
时期艺术珍品展》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展览共展出来自海内外近30家文博机构的120
余件（套）精美文物，包括丝织品、金银器、佛像
等。大部分海外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分为史前
的青藏高原、吐蕃登上历史舞台等7个单元，呈现了
吐蕃时期文化艺术的历史面貌及其与丝绸之路文化的
交流互动。

敦煌研究院介绍，长期以来，丝绸之路研究对吐
蕃的关注较少。此次展览呈现了7世纪至9世纪吐蕃
创造性地吸取周边文化并逐渐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历
程，对丝绸之路、吐蕃及中亚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说，展览选址敦煌基于敦
煌文化与吐蕃文化的密切联系，敦煌壁画和敦煌遗书
有大量汉藏文化交流的生动场景。中美联办、海内外
近30家机构参与也体现了文明的交流互鉴。

本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指导，敦煌研究院和美国
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主办。展览将持续至10月
22日。

四川：盘活“批而未供”和闲置存量土地

新华社成都7月3日电（记者陈健）一方面
是建设用地紧缺，另一方面是土地闲置……四
川将通过对“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优化存量建设用地配置，进
而提升对经济发展所需土地要素的保障能力。

这是记者3日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
的。过去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兴建项目的过
程中，存在土地闲置浪费的现象。还有的土地
已依法批准土地征收或农用地转用，但是未供
应出去，造成“批而未供”。

为此，四川近日出台《关于盘活存量建设
用地增强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开
展“批而未供”和闲置存量建设用地数据清

理，摸清底数，健全完善包含地块基本信息、
形成原因、处置措施、处置进度、责任单位等
要素的工作台账。

四川将创造条件加快土地供应，农用地转
用或土地征收批准后，各地要依法依规按程序
实施征地、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前期开发等工
作，在项目招商、选址阶段，引导项目优先在

“批而未供”等存量建设用地选址。
在闲置土地处置方面，四川要求各地综合

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措施，促进闲置土地尽
快动工开发。对于批后征地实施缓慢、供地率偏
低、闲置土地问题严重的地区相关负责人，四川
将进行警示约谈，必要时实行挂牌督办。

（上接一版）对此，《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并
提出了增强村民自治的方式方法。比如，
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切实减轻村级组
织负担；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健全党
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全面实施村级
事务阳光工程，推进村级事务及时公开。
在乡村法治化建设方面，《意见》对人民
调解、平安乡村、法律服务建设都提出了

系统要求，同时也对发挥道德涵养在乡村
治理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规定，有
助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润泽乡
村，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制度
化、规范化，这有赖于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
系的监督保障机制。《意见》的一大亮点，便
是对村务监督工作的重视，并对乡村治理的
监督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针对现实中存在

的一些不良现象，《意见》对乡村治理的选人
用人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坚决把受过刑事
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涉邪教等问
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队伍，并指出要加大基
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等等。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
分，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目标实现。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不仅
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巨大潜能，强化乡村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能力，还
要在组织、人才、资源和服务等方面加大
支持力度，从而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进程。 （据《人民日报》）

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