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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洮南市关工委组织协调洮南市文广旅局及洮南市关工委、
洮南市图书馆等单位领导和“五老”人员，驱车45公里深入洮南市大通乡
长安村，开展“关爱儿童·健康成长”送书下乡活动。洮南市关工委和洮南
市图书馆为长安村“儿童之家”书屋赠送图书600余册，为长安村全体在
校学生捐赠书包和文具22套，总价值1.7万多元。9月9日，洮北区关工委
配合洮北区林海镇党委、政府，举行爱心助学暨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报
告会。为今年考入白城一中的12名学生和建档立卡的13名贫困学生发
放奖学金和助学金各500元，共1.25万元。这两次活动折射出，近年来白
城市各级关工委组织“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在
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工作中，加大了未成年人教育的工作力度，积极开
展主题教育、法制宣传、捐资助学、建立阵地、老少牵手等项活动，犹如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滋润着未成年学生的心田。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动红红火火

2018年6月，白城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与市教育局、共青团白城市
委、白城广播电视台在洮北区烈士陵园“烽火辽吉”展览馆门前，组织300
多名中小学生启动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当
年，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先后与白城广播电视台编辑了“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烽火辽吉”的专题片，组织各县（市、区）中小学生观
看。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为使“传承红色基因”活动有效开展下去，
市关工委充分利用“白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网站”“关爱在白城”微信公众
号、《关工信息》刊物等宣传媒介，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吉省委专题片，在
公众号和网站上开辟专栏予以宣传，开展线上教育活动。由市关工委编
辑的3万多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之白城》——白城根据地创建记，分
8个方面在“关爱在白城”公众号上播出，组织各县（市、区）中小学生观看，
各县（市、区）关工委会同教育部门还举行了观感作文比赛。洮北区关工
委自1997年成立“五老”报告团以来，始终把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关
心下一代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住手上。23年来，“五老”报告团为全区
青少年作了301场主题报告，受教育人数近45万人。多年来，洮北区“五
老”报告团坚持紧扣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和在重要节日，每年确定一个主
题，走进校园对中小学生进行主题报告。近年来，他们以“传承红色基因”
为主题作报告。2017年，区关工委与共青团洮北区委联合举办《铸牢中华
魂、共圆中国梦》主题报告；2018年举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动；
2019年开展了《腾飞中国，辉煌70年》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今年他们积
极开展了网上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今年，在洮北区林海镇由洮北区司法局原局长、退休干部王雅琴主讲
的“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主题报告拉开了向全区各中小学进行
主题报告的序幕。报告团有20多名“五老”参加，他们从报告员中又选出3
名同志专门聘为区关工委主题教育报告员。多年来，各县（市、区）也都成
立了“五老”主题报告团，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镇
赉县关工委副主任胡国忠根据本县革命英烈史料编写了《红色记忆》一书，
免费发放各中小学组织学习。洮南市关工委充分利用网站、微信等现代媒
体宣传抗疫英雄事迹和“五老”在抗疫中感人故事。他们还在微信群号召
青少年通过手机下载花漾搜索APP或“五老情”微信公众号参与答题，市关
工委与教育关工委联合，重点在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中开展网上答题
和游览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网络电子地图等项活动。

法制教育进校园立规矩成方圆

法制教育进校园是各级关工委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洮南
市关工委从2015年开始，以第三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为主题，同洮南
市教育局、洮南市司法局、洮南市综治办等部门在洮南市第六小学举行了
启动仪式。当年，城乡各级关工委组织关爱团成员、法治副校长和法律宣
讲员，深入学校举办法治教育讲座64场次，受教育学生3万多人，实现了
零犯罪学校目标。2017年，洮南市关工委在洮南市第六小学举行了法治
教育进校园推进会，向学校捐赠了价值2.4万元的《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
读本》。2019年5月，“五老”法治教育报告团走进校园，与洮南市委政法
委、洮南市教育局、洮南市司法局、洮南市东升乡党委联合，在洮南市第三
中学举办了第四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报告
会。目前，全市43所中小学校全部配备了法治副校长。城乡各级关工委
组建了80个“五老”法治报告团，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发放法治
书籍6000多册。通过组织编写讲稿和课件，开展主题宣讲、读书、演讲、
征文、书画、板报、手抄报、报告会、班队会、模拟法庭、警示教育、重点案例
剖析、普法答卷等多种形式的法律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普法教育的浓厚氛
围。

2019年洮南市各级关工委积极参与并组织开展“扫黑除恶治乱、创建
平安文明校园”专项活动。组织“五老”法治报告团成员深入学校进行宣
讲，向全市3.3万余名学生和4万余名家长宣传“扫黑除恶治乱”专项斗争
精神，防止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为平安校园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6年
来，他们每年进校园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150余场次，每年有3万多名
青少年学生接受普法教育。2017年8月6日，洮南市关工委被中国关工
委、中国司法部、中央综治办评为第三届“关爱明天、普法先行”——青少
年普法教育活动先进集体，洮南市第六小学被评为零犯罪学校。洮北区
司法局关工委“五老”人员，自2008年成立关工委以来，积极开展“法律进
校园”活动，发放《法律知识问答手册》6000余册，普法书签1万余份，为全
市各中小学及基层单位作报告30多场次，受教育人数3万多人。

捐资助学帮扶特殊未成年人

2015年以来，大安市关工委在全市关工委系统开展了“爱洒校园”关
工助学活动。截至2020年5月末，大安市关工委共向450多名困境青少
年捐赠钱物价值8.5万元，带动全市基层关工委和社会团体、爱心人士分
别向困境青少年捐赠钱物价值155万元和2600万元。洮北区关工委5年
来筹集资金37.32万元，对1244名困难学生每人资助300元助学款。洮
北区关工委还着力为有特殊困难的农村学生和青年解难忧、办实事。
2017年，为洮北区东胜乡一名孤儿解决了困扰12年的户口问题；2018
年，协调有关方面将洮北区金祥乡一名孤儿送到了省孤儿学校。洮北区
司法局关工委“五老”人员，把主要服务对象放在服刑人员中特困家庭的
未成年子女上。为了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他们在大量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由离退休老同志和在岗同志与他们结成帮扶对子。几年来，先后为4
名特困子女办理了低保，与12名特困子女牵手结对。金某是洮北区东风
中学学生，父亲服刑后，家中只靠爷爷每月几百元的社保金维持生活，洮
北区司法局局长王颖和退休老同志王淑芹共同负责对她进行帮扶。几年
来，每逢重大节日，她们都坚持走访慰问，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和钱
款，对金某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通过帮扶，使她受到很大触动，
下决心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所有关爱她的人。近年来，镇赉县
委政法委关工委4名老同志，紧紧围绕“绿色家园”建设，全力开展了“两
刑”（服刑和刑满释放）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帮扶工作，对49个家庭的
孩子进行了关爱帮扶。其中解决5人上学难问题，对49人进行心理疏导，

使4个辍学孩子重新回到学校读书。17岁的张某某，其父因刑事犯罪而
被判刑入狱，对她打击很大，母亲又忙于生计，没有空余时间关心她，导致
她思想消沉，性情大变，对学习无兴趣，上课睡觉，有时逃学。为此，他们
派出有经验的同志与她交心、谈心，帮她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心理
疏导。同时找老师、家长和孩子一起座谈，共同帮助张某某树立人生目
标。此后，张某某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对学习有了兴趣，学习成绩也提
高了，与老师同学的关系也融洽了。“五老”们还发动政法部门干警捐赠衣
裤300多件，被褥100多床。为3名特困家庭的未成年子女购买了米、面、
油、牛奶、书包、早教机等生活学习用品。对因家庭破裂而无人监护的“两
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五老”们坚持爱心帮扶，重点救助。如服刑人员左
某某在广东省番昌监狱服刑，妻子离家出走，扔下两个未成年子女在奶奶
家生活，祖孙两代人陷入困苦中。“五老”们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讲明情
况，为两个孩子申请每人救助资金1000元，并捐款800元给他们。

建立阵地开展“绿色家园”活动

2011年11月，省关工委在白山市靖宇县召开“吉林省预防青少年犯
罪，推广‘绿色家园’经验现场会”之后，我市各级关工委结合白城实际充
实完善，使“绿色家园”在我市逐步巩固发展，生根、开花、结果。在洮南市
永康办事处的“绿色家园”，活跃着一批帮贫扶困乐于奉献的“五老”，白城
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院长、离休老干部陶化民便是其中的代表。陶化民和
老伴都是离休干部，虽然工资较高，但是他们仍然省吃俭用，把余下来的
钱用在关心下一代的事业上。前些年，陶老得知家住胡力吐蒙古族乡的
洮南一中学生高春苗父亲突发脑出血，不但丧失了劳动能力，因治病又借
了不少外债，生活全靠身单力薄的母亲种地来维持，成绩优秀的高春苗面
临辍学，大学梦就要破灭。陶老先生坐不住了，他到学校核实情况后，决
定资助高春苗读完高中，如果考上大学，学费也由他负担。高春苗没有辜
负陶老先生的期望，2000年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拿到录取通知
书时，高春苗喜极而泣，立即将这一喜讯告诉了陶爷爷，陶老先生叮嘱她
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父母、报效祖国。现在高春苗已经是一所高校的人民
教师了。家住洮南市里的张某某父母离异，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靠打零
工维持生活。陶老先生知道后，又将她纳入了自己的捐助之列，从2008
年起每次开学都要送去500元钱，现张某某已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陶老
先生至今仍在捐助她。陶老先生又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了十
几名学生，这十几名学生遍布祖国各地。陶老从1995年开始无私资助贫
困学生，现在已多达15人，金额大约在7万元以上。

近年来，在通榆县瞻榆镇活跃着一支特殊队伍——瞻榆镇义慈小学
关工委的“五老”们。他们走街串户，深入村屯，实施着关爱留守儿童系统
工程。全校85名留守儿童，按学习成绩较差、自觉性不强；行为习惯较
差，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心理出现偏差、亲情失落、心理失衡等不同状态，
分别安排有经验的“五老”人员或关工委成员与他们结对子，形成“一帮
一”或“多帮一”格局。有给补习功课的，有资助学习用品的，有谈心谈话
矫正行为的，有心理辅导疏导心态的，有进行思想教育、情感教育的等等，
做到了“结对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帮扶到位”，在精神上关爱、学习
上辅导、安全上关照、行为上矫正。“五老”们还先后联系江苏宗申集团为
孩子们捐赠书包、文具盒、太阳帽各400个；长春市天缘车行薛经理、通榆
县宗申三轮车商行张经理、瞻榆同富车行齐经理共同出资3000元，捐助
了10名特困留守学生；宗申集团瞻榆代理商齐军在每年六·一儿童节都
出资为孩子们送上礼物，表达关爱。

在通榆县团结社区，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就是老少家庭活动站这个
“绿色家园”里的园丁。在这个温暖的家园里，有7名未成年人被列为矫治
对象，已有6名矫治对象改好，改好率达到86%。刘某父母离异后，与父
亲生活在一起，靠父亲打工维持生活。父亲因为车祸，腿被撞成粉碎性骨
折，家里雪上加霜。为了治病，刘某的父亲卖掉了房子，住的地方也没有
了，收入也没有了，孩子还面临着辍学。社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肖桂芬了
解到这些情况后，经常走访看望他们。在刘某生病的时候，给她买药。看
到合身的衣服，也会买给她，还给她买了学习用品和书籍。肖桂芬得知县
妇联有“春蕾计划”，就联系妇联领导帮助这个孩子，为刘某捐赠了衣物和
学习用品，逢年过节还送去慰问金和米面油等生活物品。同时，联系县民
政局为刘某办理了低保，联系县残联为刘某父亲安上了假肢。肖桂芬动
员社会力量为其捐款，买了一辆三轮车用来赚钱，使一家人生活走出了困
境。

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位于通榆县西南部，与内蒙古通辽市的科
左前旗接壤，地域偏僻。2002年县级公路才通车，由于信息不畅，文化教
育滞后，人们思维观念陈旧。张树森担任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后，进行了
认真调研分析，创办了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报吧”书屋。他自筹3万
多元资金，收回自家年租金7000元的150平方米临街店面房，订购64份
报刊，购买2000多册图书和桌凳……免费向全乡青少年开放。那时国家
农家书屋还没有普及，“报吧”书屋率先在大草原深处飘起了书香。书屋
既有青少年读物，又有农村科技常识读本；既有时事新闻报刊，又有历史
资料；既有涉农文件汇编，又有农村普法宣传册。“报吧”书屋开业后，少年
儿童开始三五成群地来“报吧”书屋读书看报，净化提升自己的心灵，丰富
知识，每年有3000多人次少年儿童来学习。张树森召集了12名乡关工委
的“五老”乡贤甘当“志愿者”。他们十几年如一日，为来学习的少年儿童
服务。

全国劳动模范纪英林从1990年就担任岭下镇关工委主任，2002年查
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成立后他再次被骋为区关工委主任。2003年开
发区根据纪英林曾多次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8次见到毛主席，还是第二
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党的第十一届中央侯补委员等经历，开
发区决定为他建立个人事迹展馆。展馆建成后，2004年至2007年先后被
白城市、吉林省列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示范基地”。建馆17年来，
依托纪英林事迹展馆，为前来参观的省內外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校学生
举办专场教育900多场次，接待学生8万多人次，直接受教育达19万人
次。纪英林2005年至2007年先后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吉林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选为末成年人优秀工作者。

大安市教育系统关工委“五老”们，2006年开始创办社区家长学校，
开办了“四老”学习班、“单亲”家长学习班等不同类型家庭教育学习班。
学校撰写的《办活家长学校，促进家庭教育和谐发展》一文，在《中国火炬》
2008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优秀作品评选”活动中获一等奖，并收入
《为了下一代》一书。家长学校设计的特色教案《做合格的隔代教育家长》
在2012年全国妇联和教育部举办的家长学校优秀教案征集评选活动中，
被评为二等奖。截至2019年底，全市建立“绿色家园”540个，累计筹措帮
扶资金1000余万元，使1万多名少年儿童摆脱了困境。

大手牵小手活动方兴未艾

大安市“老少同植希望林”活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大安市叉干
镇小学是风沙袭击的重灾区，师生苦不堪言。1991年，叉干镇小学关工委
刚刚组建，第一任专职副主任李柏川就同几位老同志商量，提出“造林防
沙，改变校园环境”的设想，得到了学校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当时学校

经济困难，没有钱买树苗，李柏川和几位老同志带头捐款筹措资金，到黑
龙江省购买耐寒、抗风沙的优质树苗。从1992年开始，关工委年年春季
都组织植树活动，先后有30多位老同志与师生一起参加植树、护树活
动。28年来，大安市参加“希望林”活动的“五老”9000多人次，师生40万
人次，共植树135万株，占地面积200余公顷。

大安市月亮泡镇中学关工委开展“同植一株苗，共结忘年交”活动。
退休老校长贾宝林，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症，行走很不方便，每当植树
季节，他总是一瘸一拐地来到植树现场，为的是多接近学生、了解学生。
他在植树护树劳动中先后与20多名学生结对子、交朋友，与学生一起分
享劳动愉悦的同时，也为学生解决了许多思想上的困惑。

近年来，各学校从实际出发，在管护好校园里现有树木的同时，积极
探索“老少同植希望林”活动的新领域。大安市第四中学关工委因地制
宜，重新规划蓝图，“见缝插针”，带领学生种植了2000多棵小树。制定了
护树公约，落实护树责任，每一棵小树都有一名学生看护，孩子们还为自
己精心呵护的小树起了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张东升
说：“大安四中毕业班学生离校时，最隆重的一次主题教育活动就是与新
入学的学生举行‘希望树’交接仪式，把希望寄托给新校友。把这项有利
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希望工程，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大安市叉干镇小
学退休老教师董喜武与留守孩子结下了“忘年交”，孩子们都叫他董爷爷，
有什么心事都愿意跟他说，有什么困难都想找他解决。董喜武最关心的
是住在学校宿舍里的30多个留守孩子，他们年龄大的12岁，小的只有6
岁。董喜武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到宿舍协助舍务老师查寝，看到孩子们熟
睡后才肯离开。一天晚饭后，他来到宿舍看望刚刚住进宿舍里的小薇薇，
发现小姑娘正坐在床上抹眼泪。董喜武知道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料到
她一定是想家了。一问，果然是想爸爸妈妈了，便当即为她拨通了电话，
让小薇薇同爸爸妈妈通了话。第二天早饭时，孩子们惊喜地发现餐桌上
摆着一大盒蛋糕，菜也比平时多了两个，一看就知道又有小伙伴过生日
了。正在大家猜测之时，董喜武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鸡蛋面喊道：

“哈！我们新来的小公主过生日了，大家快来祝贺吧！”孩子们纷纷围拢
来，打开蛋糕盒，给小薇薇戴上生日礼帽，点燃了生日蜡烛，唱起生日歌。
小薇薇眼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开心地笑了。

多少情爱，化作一片夕阳红。多年来，全市3万多“五老”用辛勤的汗水
和无私的奉献，描绘出了一幅漫天晚霞映照孩子们茁壮成长的美丽画卷。

关爱在白城·未成年人教育

春 风 化 雨 润 心 田
——全市“五老”积极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纪实

●关工委

孩子们在张树森“报吧”书屋阅读。

大安市关工委开展“爱洒校园”活动。

洮北区“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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