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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车力蒙古族乡创业村地处洮
南市西部，幅员面积27.5平方公里，全村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户29人，因为基础
条件差、扶贫项目少而成为当地有名的贫
困村。

2018年底，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的
干部尉秀玲主动请缨来到创业村参加驻
村扶贫工作。就这样，一个原本生活在
城市的“科协干部”成为了扎根基层、
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女战士”。

不惧艰辛为扶贫
听说从省城来了一位女同志到村里

扶贫，创业村村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但
更多的却是怀疑。“从省城来的，还是年龄
那么大的女同志，能吃得了这个苦吗？”面
对群众的质疑，“初来乍到”的尉秀玲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没有向村民做任何
解释，而是通过自己踏实努力的工作，解
除了创业村老百姓的疑惑。

尉秀玲出生在农村，到省科学技术协
会工作后，一直都从事农村科普服务工
作，所以她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农
业和农村工作也有着高涨的热情。来创业
村参与扶贫工作，是尉秀玲主动向省科协
党组递交的申请书，她说自己要重回农
村，为身处困境的父老乡亲做点事。朴实
无华的话语反映出她坚定不移的决心，驻

村扶贫是她作为一名科协工作者在新的阵
地上必须完成的任务。

对于一个已经 50多岁的女同志来
说，在扶贫一线工作确实需要克服许多
困难。创业村的气候恶劣、风沙很大、温
度偏低，尉秀玲身体经常不适，面部皮肤
也由于长期在外工作变得又黑又粗。面对
这些，尉秀玲毫不在意。为了扶贫工作，她
往返在长春与创业村之间，舍小家、助村
民，终日忙活在创业村的田间地头。

脱贫攻坚显身手
尉秀玲积极配合第一书记开展工

作，注重发挥女性做事细致认真的优
势，积极主动全面参与扶贫工作。

在扶助女性脱贫工作中，尉秀玲得到
了“娘家”——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的大
力支持，省科协给每户贫困户各建一栋冷
棚，引导妇女种植西瓜、香瓜等，大力发展
庭院经济，每户每年因此增收3000元以
上。此外，她还邀请农技专家对妇女进行农
技培训，帮助妇女提高科学素质和致富能
力，鼓励妇女自强自立，依靠发展产业摆脱
贫困。除了参与扶贫的各项工作外，尉秀玲
还注重发挥“传帮带”作用，指导村党支部
成员提高党务工作能力，确保工作队撤出
后也能很好地开展党务工作。

尉秀玲办的几件“大事”得到了村

民的认可，大家都说：“原来以为这女同
志只是来‘走过场’，现在看是真心为我
们老百姓干实事的。”“我们一定要在她
的帮助下好好干，争取早日脱贫。”

为民服务得人心
脱贫攻坚不只是说几句暖心话，更要

办得了暖心事，想要当好“扶贫女战
士”，了解村情、掌握民意是必不可少的。

尉秀玲经常深入农户尤其是贫困户
家里，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实际困难、
愿望诉求等，做到心中有数。实地了解村
民意愿、认真帮忙解读政策、深入冷棚帮
助栽种、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一个个劳
动镜头、一件件生活小事，无不彰显着尉
秀玲的为民情怀，她已和这里的村民真正
打成了一片。村民都说她亲切、随和、没架
子，都愿意和她唠家长里短，好像尉秀玲
早已是自己家中的一分子了。

“要不是尉阿姨的帮助，我可能早就
不上学了！”贫困学生孟子淳感激地说。
孟子淳家里困难，学习成绩虽然优异，
但是学费却让孟家犯了难。尉秀玲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自掏腰包为孟子淳解决
了学费问题并购置了衣物、图书和学习
用品等，同时注重在学习、心理和品格
养成上给予孟子淳更多的教育和关注。
她经常与老师和家长交流如何让孩子更
加全面地发展，与孩子谈心，给她讲外
面的世界，鼓励她努力学习。在尉秀玲
的关心和帮助下，孟子淳进步很大，学
习成绩在全乡年级排名稳居第一，开心
自信的笑容挂在了孟子淳的脸上。

做好后勤稳队伍
为让扶贫工作队队员安下心来，全身

心投入扶贫工作中，尉秀玲在做好本职工
作之余，主动把后勤服务工作承担下来。
每天3顿饭，她都按时准备，每天村部卫
生，她都主动打扫。队员们对她充满了感
激，经常说：“尉姐，有你在，我们真幸福！”

驻村两年来，尉秀玲从一个“科协干
部”变成了“扶贫女战士”。如今的创业村在
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道路开阔了、房屋漂亮了、庭院整洁
了、产业兴旺了……处处散发着蓬勃生机。

从省科协走出来的“扶贫女战士”
——记洮南市车力蒙古族乡创业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尉秀玲

●本报记者 冯可欣

本报讯 （记者张
芙 实习生于欣桐）自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以来，洮南市兴隆
街道隆新、隆德社区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抗
击疫情紧密结合，同步
推进，确保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在疫情防控期
间，宣传声势不退、打
击力度不减。

社区工作人员在开
展外来人员排查的同
时，加强扫黑除恶线索
摸排，及时向有关部门
反馈信息，并广泛动员
辖区居民力量，团结一
致抗击疫情，打击黑恶
势力，实现防疫和扫黑
除恶宣传两结合、两不
误。

截至目前，隆新社
区共向居民发放扫黑除
恶等各类法治宣传单
1000余份，切实做到
疫情防控不放松，扫黑
除恶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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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蔺敬帅）为帮助机关事业
单位缴费人准确掌握和运用核定征收
申报方式和缴费流程，及时顺利完成
缴费，5月12日，白城市税务局与白城
市社保局共同携手，创新培训形式，拓
展培训平台，依托钉钉APP，首次开启

“网络直播”，为缴费人送上见屏如面
的培训大餐。

此次“云培训”，针对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整体缴
费流程，尤其是单位管理客户端的操
作进行讲解，帮助缴费人熟悉整个缴
费流程，熟练掌握各个模块的应用，确
保各单位可以按时缴纳社保费，保障
单位职工合法权益，为全市社保费申
报缴纳业务稳妥运行奠定基础。直播

课程结束后，市税务局还利用税企交
流群，发放培训课件，方便缴费人有针
对性地根据个人需求反复学习。

“非接触式”培训辅导，缴费人在
直播结束后没听明白的地方，还可以
看直播回放，提高了培训效果。缴费人
纷纷表示，参加“云培训”获得感满满，
被“税务主播”“圈粉”了。

“云培训”是疫情防控期间缴费辅
导工作的需要，也是税务部门依托“互
联网+税务”普及缴费政策的创新举
措。此次“云培训”的成功举办，为白城
市税务局线上宣传开启了新模式，今
后，将继续以“线上宣传+电话辅导+线
下服务”的缴费服务模式，精准发力，
持续做好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

市税务局与市社保局联合开展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费核定征收“云培训”

日前，白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动对接我市首
家可开展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的第
三 方 机 构 —— 白
城申邦医学检验
实验室有限公司，
超前指导其完善
行政审批材料，力
促企业以最快速
度具备面向社会
公众的检测服务
能力，为我市新冠
肺炎疫情快诊、快
检再添有力支撑。

乔宪明 富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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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宝林)近年来，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秉承
“育人为本、厚德重能、知行合一、质量至上”的办学理念，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深化改革为动
力、以“双创”为目标，组织实施了“2+7”发展规划，启动了

“两建设一诊改”920项目、560个建设内容，实行了“校院二
级管理体制、集团化办学模式、继续教育市场化”三项改革，
启动了“职业本科大学、全国文明校园”两个创建活动，有力
地促进了学校内涵发展。此外，他们还建立了“3+5”综合改
革体系，紧紧围绕“三改两创”目标，全面完成了“管理体制改
革年”各项任务和61项重点工作，成功晋升省级示范校，使
全校各项事业迈上新的台阶并有4项工作实现新突破。

招生规模实现新突破。2019年，全口径计划招生4849
人，其中普通招生2730人，高职扩招2119人。实际录取
4849人，录取率100%。实际报到4638人，扩招报到1998
人。单独招生报考人数3088人，高职扩招报考人数3838人，
实现了单招报考人数全省第一、扩招报考人数全省第一、省
外计划完成率全省第一、总计划完成率全省第一，是省内唯
一一所连续4年100%完成原始招生计划的高职院校。

校企合作实现新突破。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共有78家，其
中中高职本科学校14家，行业协会、科研院所3家，企业61
家。成功与康美梅河口中心医院签约，拥有第一所三甲附属
医院。建立校企合作教师资源库588人，共建校外“双师型”
教师200人。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等医院开展面向岗位
需求的订单联合培养；与康丽亚医疗美容、白城市易安视近
视防控中心等建立生产性实践教学基地；与吉林省人民医
院、吉大二院等101家医院建立紧密型实习基地。

升本扩区实现新突破。2019年，省政府同意将白城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职业本科试点上报教育部。学校以此
为起点，全面启动升本扩区工作，踏上“医专梦”“升本梦”
新征程。今年3月，市政府专题会议，正式批准新扩校园用
地。新校区位于白城经济开发区，紧临学校南侧，新华西路
以北，棉纺路以南，新二街以西，西三环以东，面积33.8万
平方米。目前，总体规划基本通过，今年开工项目正式确
定，征地拆迁正在紧张进行。

队伍建设实现新突破。学校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发展的基石、升本的基础，
全力抓好干部队伍和师资队伍建设。2016年以来，交流选任中层干部117人。现有
中层干部80人，平均年龄45岁，比2015年下降5岁。2015年以来，通过招聘和派
遣引进各类人才128人，引进医学博士、博士后3人，硕士研究生72人，本科生53
人。专任教师76人、辅导员4人、管理人员37人。教师攻读博士学位4人、攻读硕士
学位7人。二级教授2人、三级教授2人，省拔尖创新人才5人。建立5个教学团队，
5个医学专家工作室。培训师资145人次，教师个人接受培训176人次，选派专业
课教师到医院和企业进修59人次，“双师型”教师223人。聘请中国工程院陈香美
院士等10名专家为学校名誉校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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