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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郑彦华：

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诉你(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白
劳人仲案字(2019) 116号裁决书，裁决主要内
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4年1月解除劳动
关系”。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白城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白城市中兴东大路2-21号)领
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白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0年7月17日

书万卷文章，自槐荫升腾，疫情难
阻同胞爱；

创千秋佳话，向武汉跨越，时代劲
雕鲁域容。

2020年3月4日13时于陋梦斋

“一个企业没有诚信就失去了灵魂，一个人没有
诚信就寸步难行。”这是马领霞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秉持着这种信念，20多年来，马领霞以诚信为基，
用善心做事，赢得了企业效益，也收获了众多朋友。

2015年，在广州拼搏了20年的马领霞看中了白
城的广阔地域，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市委、市政府及相
关部门的优惠政策，促使她决定在白城成立吉林洁洁
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诚信待人 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在一次交易中，马领霞购买的设备需要支付68

万元，约定货款分三次付清，但卖方公司经营出现问
题，资金周转困难，得知这一情况后，马领霞怕之后
联系不到卖方公司，给卖方造成更大损失，便一次性将
货款付清。之后的日子里，一旦马领霞遇到困难需要这
个公司帮忙，这个公司都会立即帮助处理。

一个与马领霞合作了8年多的客户，由于超市倒闭，
拖欠马领霞30万元，在偿还部分钱款后，还有18万元尚未
付清，最后，只给了马领霞价值6万元的零售货物。马领霞
什么也没有说，还与这位客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2008年，有一家美容院刚刚起步，向马领霞借
款3万元，两年时间里，多次催促也没有偿还。两年

后，欠款者带客户办理业务时遇见了马领霞，马领霞
对欠款只字未提，对其还像之前一样热情，马领霞的
宽容触动对方的心，随后，对方便向马领霞道歉，并
马上还款，两人最终也成为了朋友。

别人有困难时伸出援手，这是从不计较得失的马
领霞心中一直都有的想法，正是因为这一想法，她几
乎与所有客户都变成了朋友。她认为，能够帮助别人
是一件快乐的事，只要别人能够得到帮助，自己失去
些东西无所谓。

心有大爱 服务企业回报社会
不仅专心经营自己的公司，马领霞还十分关注并全

力助力疫情防控、社会公益和脱贫攻坚等方面工作。
今年春节，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马领霞带领公司

全体员工24小时连夜生产，为我市提供了400余吨防
疫物资、84消毒液和酒精，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为
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企业的强劲力量；还在疫情
防控期间累计为社会捐赠5万余元商品，履行了一个
企业的社会责任。

除此之外，马领霞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对洮
北区平安镇、林海镇等进行帮扶，帮扶金额达90余万
元；带领数百户贫困户大力发展多元化庭院经济，高价

回收特色农产品，2019年创造价值20万元，使百名贫
困户受益。

现在的吉林洁洁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家具
洗涤生产线4条、化妆品生产线2条、消杀产品生产线
4条，年生产力均在500吨；还拥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
校企共建科研创新平台，已经发展成为集化妆品、日用
洗涤产品、消杀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经营于一体的生
物科技型民营企业。马领霞表示，下一步，她会在诚信
经营、服务客户的道路上继续摸索，继续壮大自己的企
业，更好地服务客户，回报社会。

人以信为本，业以信为根。白城市优秀诚信个人、白
城市消费者满意单位、白城市民营经济诚信人物、白城
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吉林省著名商标……这几年来，
尽管已多项荣誉加身，但马领霞依然坚守着她的初心，
只求以诚心服务好客户，发自内心的做好自己的事，在
公司经营、企业管理、服务社会和维护客户利益上，不
断创造出新的业绩。

诚信筑牢根基 人品赢得效益
——记“诚信人物”吉林洁洁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领霞

●本报记者 李政孚

丰碑矗云
——写给济南槐荫区政协防控疫情壮举

诚信建设万里行

永奇抗疫词联

本报讯（市文宣文/摄）为进一步提升
广大市民群众文明旅游意识，营造安全、文明、
有序、和谐的旅游环境，充分展示白城良好形
象，7月22日，市文明办、文广旅局、交通局、能
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志愿者，在白城
火车站开展文明旅游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现场，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头戴小红
帽、身披红绶带，通过向游客义务讲解、发放
宣传资料、提供咨询和帮助服务等多种形
式，引导市民群众树立文明旅游、文明出行
理念，让文明旅游深入人心，提升城市文明
形象。

我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尚

图为志愿者向游客义务讲解、发放宣传资料。

（上接一版）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
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
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
全之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
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发挥好“三农”的压
舱石作用，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就能为应对各种风险
挑战赢得主动，为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社会大局稳定奠定基础。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
松。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收官之年。从明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意义十分重大。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稳住“三农”
基本盘，保障粮食安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要加快构建更高层次、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米袋

子”省长负责制考核，加强粮食市场价格监测和监管，加快推动“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强化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农业发展中
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重点在优化农产品结构、增强抗风险能
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发力。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一体设计、一体推进，推进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突出抓好家庭农

场和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牢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我们
就一定能为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筑牢坚实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推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
浪、行稳致远。

新华社兰州7月26日电（记者崔翰超
马希平）日前，53岁的嘉禾博物馆馆长王积
稼端坐桌旁，挥毫写下“金石可人 博物友
我”。

位于甘肃平凉市庄浪县的这家博物馆，
“回放”着往昔时光。博物馆展出的，尽是马
镫、铜锁、砚台、砖雕、黑胶留声机等老物件。

“收藏是我的毕生爱好，这些都是我30多年
来收集的宝贝。”王积稼戴着一副框架眼镜，
穿一袭长袍，但他真正的身份是农民。

王积稼自小喜欢读书。上高中时，偶然
在家里的箱底发现一捆年代久远的纸张。原
来，是祖上用过的地契等票据。他由此迷上
了老物件。

高考失利后，王积稼继续在家耕读。劳作、
读书之余，他奔波在旧书摊、废品收购站、街坊
四邻处捡漏寻宝。书籍杂志、日用百货、农具家
具等，成为寻访目标。

在王积稼眼里，不管是风箱、锄头，还是

蒸笼，都带着属于一个时代的独特印记，唤
起过来人的情感记忆。

多年的收藏让王积稼的家成了“宝库”。
王积稼决定在自家建博物馆。
“不能忘了那个物质条件匮乏、为生活拼
搏的时代。”他说。

2017年起，王积稼从银行和亲朋好友
那里贷款、借款，开始建博物馆。2019年，嘉
禾博物馆正式开馆。500多平方米的展馆空
间分14个主题展区，从毕业证到结婚证，从
奶奶的嫁妆箱到爷爷的烟锅子……2万多
件藏品，诉说着几代人的生活故事与记忆。

博物馆留言簿上，写着各方游客对王积
稼和他的博物馆的赞许与感谢。截至目前，
已有1.6万余位参观者慕名前来。
王积稼告诉记者，他刚刚参加了一个短视

频培训班，表示要学会新技术，玩新媒体，让
老物件散发新魅力。
“人不能忘记过去。”王积稼说。

“见”往知来
——农民王积稼和他的家庭博物馆

抓好粮食生产 保障粮食安全

“哞，哞，哞……”伴着晨曦，走进东
丰县那丹伯镇新华村，这里最吸引人的
不是整齐的房屋，长势喜人的庄稼，而是
家家户户庭院里、房屋后或大或小的牛
舍，一头头壮硕的西门塔尔牛悠闲吃着
草儿，小牛犊靠在母牛身上。农户们有的
在割草，有的在清理牛粪，伴着“哞哞”的
牛叫声，小小的村落是那样生机勃勃、鲜
活可爱……

近几年，新华村大力发展养牛业，
加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这个只有百余
户人家的小山村，黄牛发展已经超过
1300头，户均3头牛。去年，该村靠
养牛户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曾经传统
的农耕小村靠解放思想、人人争先，奏
响了四季小康歌，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先进村。

故事一：
乡村瓦匠变身养牛大户

今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村里路封了，饲料进不来，牛出栏后运
不出去。从那之后，每天都有养牛户找
到新华村党支部书记、养牛带头人、牛
经纪人耿大军，请他帮忙联系卖牛。耿
大军等镇村领导挨家挨户做工作，给大
家出主意、找路子，共渡难关。

夏日的清晨，7点刚过，耿大军就
来到了新华村7组，他习惯性地又拐到
了养牛大户王俊的牛舍。几头健壮的黄
牛见了他，隔着栅栏亲近地围了上来！

“这几天牛都咋样？”听到耿大军的声
音，王俊从牛舍里走出来：“挺好的，
昨儿还有客户说要看牛呢！”

从前，王俊是乡村瓦匠，一年收入
四五万元，后来，周边村镇房屋饱和，
活儿越来越难找，两个孩子念书需要
钱，王俊的腰伤又时常复发，那段日
子，求生计成了王俊最犯难的事儿。

“那时正赶上村里有产业扶贫项
目，还提供扶贫资金10万元！”王俊
说，听到消息，他和妻子孙海霞坐在炕
边久久无语，最后妻子拍板：“养牛！
耿书记是出名的黄牛经纪人，咱们跟着
他养牛，趁着还年轻，拼一把！”夫妻
俩盖牛舍、购黄牛，第一年就投进去
50万元。乡亲们都震惊了，王俊也熬
红了眼睛，“这牛一定得养成！”

可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打疫苗，
13头黄牛全都得了“五号病”，黄牛的
舌头、嘴边、蹄子全烂了！王俊的血压
一下蹿了上来，他觉也不睡了，放下饭
碗都不知道吃的是啥，天天守在牛舍里
消毒、拌精料，土方、兽药轮番上阵，
耿大军和乡亲们也来帮忙，半个月后，
13头黄牛全部恢复健康！

2018年，王俊养了一年的黄牛出
栏了，当年就赚了13万元，再次轰动
了村里！很快就有头脑灵活的村民找王
俊和耿大军聊“牛经”！现在，王俊家
养了36头牛，是全屯子养牛最多的人
家！又新添了铡草机、粉料机，家里有
房有车，日子过得更有奔头了！

王俊的“养牛故事”还有额外的
“彩蛋”，66岁的老父亲王德生也跟着
养了6头牛，一年收入数万元。村里熟
悉的老发小们常说：“走，去王德生
家，蹭空调，看液晶大电视去！”

“你眼中的小康生活什么样？”面对
这个问题，王俊想了半天，他说他的

“小康生活”就是脚踏实地去创造财
富，吃饭香、睡觉香，生活有奔头，给
家人以安宁幸福！

故事二:
她的眼里只有牛

从王俊家出来，耿大军转了几户人
家后，推开了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孙丽
霞家的大门。新华村养牛的人家多，秸
秆打包、庭院美观越发重要，这也是近
段时间耿大军的工作重点。孙丽霞的丈
夫王刚正给黄牛喂草，耿大军熟门熟路
找到扫帚开始干活，“牛粪！牛粪！院
里的牛粪得及时清理，这边的秸秆也赶
紧打包……”

耿大军面前的男人只憨憨地笑。这
是一个特殊的家庭，王刚因为一场意外
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经营生活，老人身体
不好，孩子念高中，全家一年收入只有
1万多元，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孙丽霞
身上。

改变源于新华村创新开展的黄牛
“寄养点”服务，村里将“有实力无精
力”的黄牛经纪人与“有精力无实力”
的贫困户对接，实行贫困户代养分红的
合作模式，以提高贫困户家庭的收入。
孙丽霞就是代养项目的受益人。2017
年，她完成了与黄牛经纪人的对接，两
头肉牛被寄养在孙丽霞家。

孙丽霞永远忘不了黄牛被牵进家门
时，那既紧张又激动的心情，还有那汗
湿的手心。从那之后，孙丽霞的眼里只
有黄牛：牛吃草，她在一旁看；牛喝
水，她在一旁瞅；夜里起风了、下雨
了，她睁眼立马奔向牛舍！可就这样的
小心翼翼，去年腊月里，黄牛还是生病
了！望着病恹恹趴在地上的大黄牛，孙
丽霞和家人的心都揪成了团儿。

耿大军来了，直接在牛舍里开了
“动员会”：“都别着急、别上火！咱这
大黄牛都是有保险的，我已经联系保险
公司了……”可孙丽霞还是上火，黄牛

是这个家的希望，她倾注了太多的期待
和精力，望着大黄牛湿漉漉的眼睛，她
舍不得！

时隔半年，孙丽霞仍感慨万分，她
没有放弃生活，生活也没有放弃她，

“大黄牛后来好了！大牛卖出去，母牛
下崽儿，我现在已经有10头牛了！今
年秋天行情好的话，能赚五六万块钱！”

孙丽霞眼中的“小康生活”是有形
有彩的--再买两头好牛；用了十八九
年的电视该换新的啦；考车票、买辆
车；再给女儿攒一份体面的嫁妆……生
活就完美了！

故事三：
他是新晋牛倌 她是网络“牛”主播

“刘东雨在家没？”年轻壮实的刘东
雨一路小跑出来，竖起了食指，“嘘！
孩子妈在给黄牛做直播呢！”庭院的牛
舍里，妻子陈立杰穿着漂亮的黑裙子，
画着淡淡的妆容，“亲们，欢迎大家来
到直播间！看看，我们家的大黄牛正在
吃草……来，和大家打个招呼……有人
刚问我，牛拉肚子怎么办？现在就教大
家一个小妙招……”

刘东雨31岁，正是年轻力壮的好
时候，之前外出打工干瓦匠活，不能管
家、不能种地，一年收入只有两三万
元。“东雨快回来吧！村里很多人家都
养牛了，比你在外面赚得多多了！”家
里人的几次电话，几番举例、算账，让
刘东雨看到了养牛的“钱景”，他咬咬
牙决心也拼一回--2018年5月，他回
村买了4头母牛，成了新晋牛倌！

“养牛不累，铡草、喂水、收拾牛
圈，一天也就三四个小时的活儿，剩下
的时间还能种种地、管管孩子，比打工
强！”刘东雨说，他养牛时，村里和左
邻右舍都来帮过忙，所幸黄牛也没出现
过大病，“养牛一年后，我净收入有6
万元，种地还能收入1万元。通过繁
殖，现在家里有11头牛了！”而妻子做
黄牛直播，粉丝也是蹭蹭涨，不少人都
透露出购牛的意向。

刘东雨家里还安装了全方位的视频
监控：“即使外出也能用手机看到牛舍
里黄牛的情况，有没有打架？怀孕的母
牛是不是要生牛犊啦……”刘东雨笑着
说，“村里养牛的人家都有，不算啥高

科技。”
刘东雨说，和家人在一起，和生他

养他的村庄在一起，靠自己的努力和奋
斗获得幸福，这就是他认为最好的小康
生活。

结束篇：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养殖黄牛饲料成本低，自家秸秆
够吃的话，算得上低风险零成本，3头
牛一年效益4万多块钱，抵得上种植4
垧多地。新华村一共425户人家，养牛
户达到100户，多的人家有几十头牛，
少得也有两三头。村里养牛，都是绿色
喂养不打激素，大家早就有这个共识；
在我们村买牛，你定好了，牛留下我们
再养7天，你看看喝水吃草的情况，真
心觉得错不了了，再拉走……”提起

“牛经”，耿大军能和你谈三天三夜。
“那丹伯黄牛交易市场”远近闻

名，耿大军是镇上知名的黄牛经纪
人。2013年，他担任新华村党支部书
记，那时的新华村基础设施薄弱、农
业资源不丰富、产业结构单一、贫困
户众多，耿大军下定决心，要用一身
养牛贩牛的本事，带动乡亲们致富发
家！从劝说近亲养殖黄牛开始，耿大
军挨家动员，讲利润、说效益，让很
多连公牛母牛都分不清的人加入了养
殖黄牛的行列。成立养殖专业合作
社、发布最新牛市信息、跑银行跑贷
款、请专家做培训、视频讲解网络直
播……耿大军和村领导每天都忙得
很。

天 道 酬 勤 ， 付 出 总 有 甘 甜 回
报--2019年，新华村人均收入1.1万
元，全村有贫困户19户48人已全部脱
贫。黄牛养殖和香瓜成为村里特色经
济，去年村里靠养牛户均收入达到了4
万元；村里树立黄牛养殖示范户 10
户，带动新华村群众开展黄牛养殖33
户，预计2020年户均增收1万元……

夕阳下，结束一天的工作，美丽的
村庄炊烟袅袅，依旧是那一声声的“哞
哞”牛叫，那样悠长、那样动听！站在
村口的耿大军疲惫却干劲十足。

耿大军说，他眼中的小康生活很简
单，“全村人共同致富，一个都不能
少！”

黄牛哞哞叫 日子“牛”起来
——东丰县那丹伯镇新华村的故事

●吉报集团东亚经贸新闻记者 辛丽娟 张莉莉

2020年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启动

新华社南京7月26日电（记者王恒
志 赵久龙）2020年江苏省老年人体育节
启动仪式26日在南京举行。本届体育节
持续3个多月，将在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
样的老年人健身、展示和比赛活动。

创办于2006年的江苏省老年人体育
节，已是连续第十五年举办。十五年
来，老年人体育节内容不断丰富、覆盖
面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每年参
与人次达数百万，已经成为江苏群众体
育的品牌活动。本届体育节以“决胜小
康 快乐健康”为主题，按照集中与分
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以分散

为主、基层为主举办活动。
当日的启动仪式首次采用线上直播

的方式举行。江苏省体育局方面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强化老年人体育事业、支
持老年人体协工作，以实现老年人“更
健康、更快乐、更长寿”为目标，进一
步完善老年人体育设施，健全老年人体
育组织网络，开展经常性老年人健身活
动，加强老年人健身科学指导，让全省
老年人体质更加强健、生活更加幸福。

本届体育节由江苏省体育局、江苏
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