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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上午，大安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
来了一位手捧锦旗的陌生人，当他向值班人员
说明来意后，径直走到4楼，将一面写有“感谢
人民好辅警 危难之时显身手”的锦旗送到科技
中队辅警许蛟龙手中，眼含热泪向这位危难之
时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心人深深鞠了一躬。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

8月13日18时许，大安市城区暴雨如注。
此时，许蛟龙正驾驶车辆准备到距离城区3公
里外的曹家窝卜屯接被暴雨围困的娘舅。当许
蛟龙驾车行驶到曹家窝卜屯附近一处高铁桥洞
时，只见桥上的雨水向桥洞瀑布般倾下，顷刻一
片汪洋，桥头两边的车辆排起了长队，交通严重
受阻。这时，许蛟龙发现桥洞深处有一辆小型
商务车泡在水中，3个驾乘人员站在水中挥手
向岸上人求救。然而，由于雨大水深，桥上没有
人敢下水冒险救援。见此情景，许蛟龙二话没
说，跳入水中。

原来，这辆小型商务车途经此地，试图在水
中通过桥洞。可万万没有想到，车行驶到桥洞
深处时被雨水淹灭熄火，3个人在雨水中使尽
浑身解数也无法使车辆脱困。许蛟龙找来一辆
四轮拖拉机，将车用绳索拴好往路上拖。可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车的绳子都断了，小车就
是一动不动。许蛟龙在水中进一步了解到，这
辆商务车是自动档，熄火时档位处于P档状态，
于是恍然大悟，自动档是前驱车，变速箱的齿轮
将前面两个车轮紧紧抱死，车胎摩擦路面，尽管
使尽全力也没能将车辆挪动。这时，3个驾乘
人员已在水中浸泡了3个多小时，精神恍惚，不
知所措。许蛟龙安慰他们后，走出水中，开车到
城区朋友处借来两个大的千斤顶。当许蛟龙回
到桥下第二次跳入水中时，暴雨越下越大，他用
手试探车底盘，找到底盘支点处，小心翼翼地将
两个千斤顶稳稳放到底盘支点后支起，这一忙
乎就是半个多小时。放好千斤顶后，许蛟龙将
四轮拖拉机与商务车连接好，在他的指挥下，商
务车在千斤顶底盘滑轮的作用下缓缓“爬到”路
面。大家七手八脚将商务车拖上早已等候在此
的救援车上。许蛟龙看看手表已是20点10分
便悄悄离开了。如梦方醒的3位当事人，这时
才想起救他们于危难的恩人，可许蛟龙早已悄
然离开。

为了寻找这位素不相识的恩人，车主王旭
拿着当时录的现场视频，在城区足足找了两
天。当他得知许蛟龙是大安市公安局交巡警大
队的辅警时，急忙赶制了一面锦旗，于是出现了
文章开头的一幕。

想象一下，城市地表像海绵一样，下
雨时能吸水、渗水、蓄水、净水，需要时
又能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加以利用，那么
城市内涝问题就将得到有效解决。事实
上，这样的功能，正在很多城市实现。

海绵城市的意义，不仅在于治污、蓄
水，更重要的是构建良性的生态运行体
系。植草沟、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等的
设置，不仅能实现雨水的调蓄、净化，让
水清澈流动起来，还能让花儿、鸟儿、鱼
儿等都“住”进来，营造与自然相融的生
态景观。当城市不止有高楼大厦，还有山
水风光，不止有繁华喧闹，还有田园诗
意，人们就会有更多归属感。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这既是城市发
展的思路，也是城市居民的心声。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良好生
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
展现美丽形象的发力点”，田园诗意将可
望可及，幸福栖居将化为现实。

通榆县蒙古族学校是吉林省唯一一所集小
学、初中、高中教育为一体的蒙古族完全学校，
这是一所三度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光荣称号的学校，是在党的民族政策
雨露滋润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所少数民族学校，
凝聚着太多人的关注与深情。该校 1982 年始
建、2003年移址重建、2016年再易新址。目
前，校园占地面积 40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000平方米，校内建筑具有传统的蒙古族风
格，尽显蒙校鲜明的民族特色。学校现有教学班
34个，在校学生1460人，其中少数民族占全校
学生总人数的54%；教师213人，少数民族教师
占38%。该校1995年和 2005年被省政府评为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94年、2009年和
2019年三度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光荣称号。多年来，通榆县蒙古族学校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在促进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也实现了学校自身的跨越发展。

继承传统再创新，成果喜人
学校为挖掘民族传统，发扬民族传统文化，

从蒙古族人民的正直善良、英勇顽强、热情好客
等优良传统入手，以“尊重为先，阳光修为”为

办学理念，以“从热爱母亲开始”为校训，采用
“民族民间文化教育”与教育新课程改革、培养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素质教育和创新意识培养的

“三结合”方式，打造民族教育特色办学方向。
在此基础上，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的学校管理理
念，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依法治校、民主管
理的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新课程改革，努力探索
新形势下教改、课改新思路，在抓好备课、讲
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考试考核等各个环节
的同时，实施“三语”（蒙语、汉语和英语）教
学。经过多年努力，学校教育教学成果显著，小
学毕业成绩一直名列全县前列，初中升入重点高
中和本校高中人数达90%以上，高中连续10年
位居全省同类学校高考升学率前列。

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根
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体情况，结合蒙古族生产
生活传统和民族学校优势，编写了富有趣味性、
可读性和贴近学生生活、传承优秀文化的乡土教
材。同时，为加强校本教材的教育教学研究，树
立教师的专业化观念，对专职教师所传授的民族
传统文化知识，做到先培训后上岗。在此基础
上，学校还在培养学生民族情感，丰富民族团结
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挖掘隐
性课程资源。

民族团结放首位，润德入心
学校着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分别建造了一

座成吉思汗铜像、直径15米的多功能蒙古包、
1500平方米的蒙古射箭场、90平方米的民俗
馆，这些地标式的建筑对学生起到了“润物无
声”的教育效果。

自2018年9月以来，学校先后承办了“吉林
省第一届蒙古包论坛”“通榆县蒙古族学校马头
琴培训班”等大型会议和学习培训活动，得到社
会各界好评。学校还新建了校史馆，陈列了学校
发展历史、展示学校办学历程和不同时期学校面
貌的场馆，是学校传统与校园文化集中表现的舞
台，更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学校办学
思想不断发展的源泉，是激励师生共同成长的重
要土壤，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建设了精品厅廊文化，
依托五层教学楼，每层一个主题：一楼以“自尊
自爱”为主题，二楼以“团结互助”为主题，三
楼以“爱护我们的学校”为主题，四楼以“我们
的民族”为主题，五楼以“中华民族一家亲”为
主题，涵盖了个人成长、民族历史、蒙古族乃至
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优良传统等内容。5个主
题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层层深入，步步提升，
最后归结到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高度。别具一
格的校园厅廊文化使整个教学楼充满了个性文化
氛围，营造了团结、和谐、健康、向上的人文环
境和艺术环境，提升了校园的文化品位，使教师
们在良好的环境下工作，让学生们在良好的校园
环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特色教育聚亮点，再创佳绩
学校以开展常规活动为契机，增强民族团结

教育效果。学校借助广播、校刊、墙报等媒介，
大力宣传民族文化知识，帮助师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为民族团结的传承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学校以开展交流活动为契机，增强民族团结教育
效果。2009年，分别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东北师大附中结成共建校，进行教师培训、教改
实验和师生互访等，发展民族教育教学；学校以
开展联谊活动为契机，增强民族团结教育效果。

2018年9月，以该校为龙头校，与县内的向海乡
蒙古族学校、四井子学校、包拉温都蒙古族学
校、乌兰塔拉学校、什花道学校及内蒙古自治区
科右中旗准太本中心校、西日嘎中心校、新加木
中心校、白音胡舒第一小学等9所民族学校结成
联谊校。每年定期举行参观互访、体育比赛等活
动，互观互学，共促发展。

此外，学校每年都以开展大型活动为契机，
增强民族团结教育效果。 如“六一”“五四”、
学校那达慕大会等，不仅将民族团结教育吸纳到
活动中来，而且还规定表演节目或项目中，必须
有“安代舞”“马头琴演奏”“蒙古长调”“蒙古
象棋”“哈日靶（射箭比赛）”等，要求参加者
不仅有少数民族师生，也要有汉族师生，推动大
家学习民族文化知识的积极性。

2017年，该校被白城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认定
为“白城市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基地”。2018年，该
校组队代表白城市参加了“吉林省第七届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取得了佳绩，赢得了赞誉。

多年来，通榆县蒙古族学校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活动实践，为学校今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正
是秉持广泛开展创建活动，强化全校师生的民族
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引
导和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热情关心创建活
动，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在民族校园中绽放。

民族之花绽四季民族之花绽四季 特色教育春满园特色教育春满园
——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通榆县蒙古族学校

□陈彦军 陈宝林 文/摄

近日，笔者走访贫困户郑艳新，听到了他的一番
肺腑之言：“发展养殖业，特别是扶持养羊这个扶贫
产业太管用了，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扶贫干部，帮
我找到了‘阳光产业’，找到了一条奔小康的大道。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
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说到动情处，郑艳新
唱了起来。

郑艳新是大安市安广镇永富村的贫困户，已进入
知天命之年，二级残疾。他患有股骨头坏死，手术花
了不少钱，拉了饥荒。他的妻子身体健康状况也不理
想。2015年末，他家被评为“二星贫困户”。大安市
税务局驻村工作队到他家走访，2016年帮助他家确定
的扶贫项目是养猪、2017年帮助他家确定的扶贫项目
是冷棚加入大安市安鑫现代科技有限公司，年末分
红。经过两年多的帮扶积累，加上自身种点地，发展
庭院经济种辣椒和政府实施光伏分红，2018年末，郑
艳新家收入超过了贫困线，他家脱贫了。

为了继续巩固脱贫成果，2019年，驻村工作队在
帮助他家延续以前帮扶项目的基础上，又帮助他家发
展庭院经济种谷子，还帮助他家开展评级授信，依据
他家的实际情况，被评为“五星级”，大安农商行安
广支行为他家提供5万元贴息贷款。以前，他家有养
羊的传统，父辈靠着养羊赚了些钱，把全家4个孩子
拉扯大，并都成了家。再加上村里有两户养羊大户，

依靠养羊“发了家”。生来要强的郑艳新，沿袭父辈
传统，加之扶贫干部送来小额信贷资金的帮扶措施，
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开春时，羊价看涨，他
瞅准行情，用贷款及从亲戚处借了些钱，购入了100
多只羊。夫妇俩将这些小羊视为宝贝，起早贪晚精心
饲喂青贮料和玉米粒，按时放饮用水。天道酬勤，夫
妇俩的辛苦付出，获得了丰厚回报。经过3个多月的
精心饲养，羊膘肥体壮，一次性全部售出，获利3万
元，郑艳新夫妇高兴得好几夜没睡好觉，心里那个乐
呀！没想到“咩咩”叫的小羊竟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大
的惊喜。

好事连连。尝到甜头的郑艳新夫妇又铆足了劲
儿，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于9月份又购买了一批
小羊，近200只。由于肯付辛苦，且“精管”到位，
这些小羊长势良好，个个膘肥体壮，羊价行情看好。
到2020年春节前夕出售，获利4万余元。

幸福来自于奋斗和付出。尝到养羊甜头的郑艳新
夫妇，在国家小额信贷资金的大力扶持下，又多方筹
集资金，加大投入，于2020年4月初购入了200余只
小羊，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饲养，7月末8月初出栏，
收入3万余元。养羊至今，郑艳新家总收入超过10万
元，彻底摆脱了贫困。

与郑艳新闲聊时，问他对养羊的看法，他说：
“国家政策这么好，对扶贫支持力度这么大，我没有
理由不激发内生动力，甩开膀子加油干。养羊这条
路，我会继续走下去的！”话语间透露出坚定和自信。

目前，在大安市安广镇永富村与郑艳新一
样，还有贫困户黄亮、贺文贤、黄任生、贺春贤
等一批养羊户，都通过庭院养殖发了“羊财”，走上
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明
天会更美好！祝愿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有
奔头！

近日，为全面领会、准确掌握《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不断提高社区矫
正工作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营
造全社会知晓社区矫正工作的良好氛围，
洮北区司法局多措并举开展 《社区矫正
法》学习宣传活动。

做好机关干部的学习宣传教育。局领
导高度重视《社区矫正法》的学习宣传工
作，利用全局大会的契机，通过集中宣
讲、共同学习、交流发言等形式，共同研
读《社区矫正法》，结合工作实际，共同探
讨建立起合情合理的社区矫正对象管理模
式，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专业水平
和管理能力。

积极组织机关干部、社区矫正工作者
以及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知识问答。通过测
试的形式，以考促学，学以致用，有力地
促进了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业务知识的掌
握，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
的整体素质、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

开展 《社区矫正法》 宣传活动。将
《社区矫正法》作为今年普法工作的重点内
容，充分发挥法治阵地的作用，推动《社
区矫正法》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
企业、进单位，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进
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法》的社会认知度和
参与度。

（本报记者 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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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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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继
奎

杨
士
东

新闻故事 周末杂谈周末杂谈

洮北区司法局洮北区司法局

掀起学习掀起学习《《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法》》热潮热潮

养 羊 铺 就 小 康 路养 羊 铺 就 小 康 路

□李国义

学生在演奏马头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