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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白城市中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以网络拍卖方

式拍卖以下标的：
杨树:共计21.43公顷，每公顷460株，出材量404立方

米。位于白城市洮北区到保镇高平村腰高平东侧，参考价
16.16万元。

拍卖时间：2021年3月10日9:30
拍卖地点：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报名及展示时间：2021年3月8日至3月9日16:00
有意竞买者需在中拍平台办理报名手续，同时到我公司

办理书面竞买手续及交付标的参考价20%竞买保证金，取得
竞买资格。标的详细情况及报名操作方式请咨询我公司。

咨询电话：0436-3233433
公司地址：白城市幸福南大街26-3号

新华社长春3月2日电（记者张建）记者从吉
林省长春市政府获悉，从今年起，作为全国汽车
产业基地之一的长春市将加速出行方式电动化步
伐，出租车和公务车原则上不再增加或更新燃油
车，努力为中国高寒地区和季节性冻土区推广新
能源汽车做出示范。

据了解，为助力中国2030年碳达峰和2060
年碳中和目标，吉林省、长春市和一汽集团、国
网吉林公司近日共同启动了“旗E春城 绿色吉
林”项目。该项目力争用3年时间，投放3.4万
辆新能源出租车、网约车、公务用车，实现“电
池银行”流转电池4.1万块规模，新建运营换电

站120座。今年年末，长春市计划建成44座换
电站。

据悉，该项目的落地将推动长春市成为全国
首个季节性冻土区新能源化示范城市，出租车、
网约车等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将开展示范运营，创
新合作模式，打造公共交通汽车电动化示范点。

长春：出租车和公务车今年起不再增加或更新燃油车

叶连平，男，汉族，1928年9月生，中
共党员，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卜陈学校
退休教师。

叶连平退休不退志，投身贫瘠乡村教育事
业，自掏腰包创办“留守儿童之家”，20年来
免费给千余名留守儿童做英语辅导，花光30
余万元积蓄。年逾九旬的他被誉为余热生辉的

“乡村烛光”。
他心系三尺讲台。叶连平自1978年起，

在和县卜陈学校等校教学12年。1990年他从
学校退休后“一刻也没有闲着”，仍坚持为学
生义务补课。看到村里的孩子因学不好英语而
厌学、许多留守儿童作业无人辅导时，2000
年，他下决心在家里办起了“留守儿童之
家”，平日里辅导孩子作业，周末集中给孩子
上英语课。这些年里，他从未落下一堂课，从
未收过一分钱，年逾九旬，至今仍耕耘在三尺
讲台。在村民们眼中，叶连平就是村里不灭的

“蜡烛”，也是照亮孩子们走出村里的希望之
光。

他重教书，更重育人。2012年，叶连平
拿出2.1万元积蓄，连同当地政府和社会捐
赠，成立叶连平奖学基金，奖励优秀学生、资
助困难学生。基金成立7年来，在社会各方支
持下，陆续又投入5万元。至今共发放10万
多元，奖励、资助了132个留守儿童。他自费
组织夏令营，每年带着孩子们外出参观学习，

安徽省科技馆、安徽博物院、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
迹，以此培育孩子们的科学文化素养、涵育家
国情怀。

他生活极尽简朴，节衣缩食，却为留守孩
子教育倾其所有。叶连平至今仍住着30多年
前的老平房，没有一件值钱东西。为了省钱他
不惜骑行7公里到镇上买菜，至今还穿着60
年前的补丁棉衣。但他对辅导的孩子，不仅不
收钱，稿纸、学习资料也是老人自己买的。有
人私下里给他算了一笔账：多年来，他义务办
学花在孩子们身上的钱，少说也有30万元。

他心里装的全是孩子。一次半夜在家昏迷
倒地，经诊断是脑出血加脑膜炎，手术后医生
要求住院三个月，可他竟然在三天后偷偷离
开，头上扎着绷带回到孩子们身边。几十年
来，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模范践行着一名
优秀共产党员崇高的价值追求，用数十年坚守
诠释着“行为世范”的内涵。

叶连平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
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安徽省优秀共产党
员、安徽省道德模范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
榜”。 （中国文明网）

3月1日，王海滨在活动中与学生分享心得。
当日，上海闵行区航华第一小学举办“弘扬雷锋精神 感悟劳动价值”主题活动，邀请全

国道德模范王海滨同学生分享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心得，勉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与时间赛跑的"萤火虫"

3月1日，在黑龙江省红旗农场农业园区温室大棚内，种植户在进行育苗生产。
春耕时节，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红旗农场发挥设施蔬菜生产优势，推进棚室蔬菜育

苗生产。目前，农场育苗量已近100万株，品种主要是番茄、辣椒、黄瓜、豆角、白菜等，预
计3月末4月初开始栽种。 新华社发（张涛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
向天津供水突破60亿立方米
新华社天津3月1日电（记者黄江林）记者从天

津市水务局获悉，截至3月1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已累计向天津市引调长江水超60亿立方米，1200多
万天津市民直接受益。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2014年12月正式通水以
来，已经连续2270多天不间断向天津市安全供水。
目前该工程已进入第7个调水年度，向天津供水量呈
逐年提高趋势，2019-2020调水年度更是创历史新
高，达到规划分水量的150%。2020-2021调水年
度，计划向天津供水11.03亿立方米。

天津是资源型缺水的特大城市，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通水前，地表水利用率接近70%，远远超出水资
源承载能力。“南水”入津后，天津供水紧张局面得
到有效缓解，全市供水总量由2014年的24.1亿立方
米增加至2020年的27.82亿立方米。

在“南水”的支撑下，天津不仅基本实现了城乡供水
一体化，还逐步实现对海河、子牙河、北运河等中心城区
重点河道的常态化补水，推动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据相
关部门监测，天津市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由2017年
的35%提高到了2020年的55%，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
已降至零，主要河流基本实现蓄起来、动起来、净起来。

道 德 模 范

3月1日，游客在幸福古村拍照赏景。
初春时节，四川省丹棱县顺龙乡幸福古村春意盎然，百花齐放，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踏青

休闲。
幸福古村是上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外景拍摄地。该村

的川西民居依山而建，是四川省少有的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如今，当地政府以“传统村
落、极致美景、人文格调、乡创生活”为特色，对幸福古村进行升级打造。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新华社哈尔滨3月2日电 （记者刘赫垚 孙
晓宇）“我们海伦是‘黑土硒都’，这里产的玉
米、大米等农产品富含微量元素……”在位于
黑龙江省海伦市的特殊群体网红培训基地，张
诗富通过手机和直播间的粉丝们分享手中的鲜
食玉米。

2020年，海伦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成立了这
个培训基地，免费为残疾人开设计算机、电商直
播、才艺表演、手工制作等各项实用就业技能培
训项目，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助力贫困残疾人
群体增收致富。

今年48岁的张诗富是海伦市联发镇百发村

村民，曾患脑溢血，此后走路要借助双拐，无
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得知海伦市残联为残疾人
举办电子商务培训后，他立即报名，开始系统
学习直播销售、客服管理等知识，并开通了网
络直播间。

“我没事的时候就看看其他主播是怎么直播
的，琢磨怎样推介家乡的好产品。”张诗富说，靠
着坚持做直播，他的粉丝从最初的几个涨到现在
的几千个，鲜食玉米等农产品的销量也一路看涨。

在海伦市特殊群体网红培训基地，像张诗富
这样的学员还有很多。1984年出生的李晓梅是海
伦市海南乡群山村脱贫户，因先天双腿残疾，行

动不便，曾苦于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目前，
她在基地负责农产品线下销售工作

“这里的工作环境比较好，收入也比以前多，
平均每月能赚3000元左右。”李晓梅说，过去也
曾外出务工，现在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还能陪在
女儿身边。

今年39岁的学员曲玲患有下肢残疾，她说，
残联为她提供良好的就业平台，经过职业技能培
训，自己不但学会了直播带货等技能，还结识了
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的自己比以前更自
信，可以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海伦市残联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丽媛介绍，
截至目前，基地已开展超过10期培训，累计培训
学员近300人，其中已有70人拿到结业证书。

如今，电商助力黑龙江省更多农村地区乡村
振兴，不少农民借助短视频平台直播带货，增收
致富。来自黑龙江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2020
年，黑龙江省农村电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实现网络零售额157.9亿元，
同比增长22.7%。

电商经济助力特殊群体乐享就业

（上接一版）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开展自我批评，根
本动力来自党性，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
精神。年轻干部要有“检身若不及”的自觉，经常对
照党的理论、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
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主动查找、勇于改正自身的缺
点和不足。要本着对党、对事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
精神大胆开展批评，帮助同志发现缺点、改正错误，
团结同志一道前进。要涵养虚心接受批评的胸怀和
气度，胸襟开阔、诚恳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习近平强调，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

未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点也不会比过去少。年轻
干部要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
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
勇士。要坚定斗争意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决不
能碰到一点挫折就畏缩不前，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
鼓。要善斗争、会斗争，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透过
现象看本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洞察
先机、趋利避害。要加强战略谋划，把握大势大局，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
科学排兵布阵，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要增强底线
思维，定期对风险因素进行全面排查。要善于经一
事长一智，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练就斗争的真本
领、真功夫。

习近平指出，年轻干部要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

棒，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许
党报国的奋斗足迹。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
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
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
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年轻干部要时刻
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

陈希主持开班式，表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贯通起来，深刻感悟
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
增强学习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丁薛祥、黄坤明出席开班式。
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参加开班式，中央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上接一版）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

事业。”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回
首来时路，脱贫攻坚战凝聚了举国同心的坚强意
志，激扬起不可战胜的奋进伟力，熔铸为中华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砥砺再出发，一个百年大党
风华正茂，正带领亿万人民攻坚克难、接续奋
斗，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永不懈怠、锐意进取，让脱贫攻坚精神
不断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就能在历史的洪
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精神的传承生生不息，精神的力量无穷无
尽。新长征路上，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
一心，英勇奋斗，风雨无阻向前进，我们必将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

（据《人民日报》）

早春时节，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观音街道
果园村，万亩葡萄吐新芽，绿意渐浓。“摘
帽”贫困户刘霞正在自家10余亩葡萄园里修
枝、施肥。

前些年，刘霞的父亲因病致残，一家人陷
入贫困。在村两委帮扶下，她家尝试种植葡
萄。一开始，由于没有掌握种植技术，刘霞种
的葡萄品质不高。村里安排技术好的党员以及

“土专家”“田秀才”帮助刘霞解决技术难题。
几年过去，刘霞不但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而且
成为种葡萄的一把好手。“去年葡萄卖得好，
收入达到20多万元。”刘霞说。

今年2月，彭山区葡萄现代农业园区被四
川省政府评为“四川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
区”。果园村是园区的核心区域。不断采用新

的栽培技术，不断嫁接新品种，让四川的葡萄
产业更具特色。果园村党总支书记李永伟说，
目前，村里的葡萄已有40余个特色品种，平
均每亩产值超过2万元。

葡萄、梨、柑橘……在农业大省四川，特
色“川果”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曹家梨”是四川仁寿县曹家镇的特色产
业，已有数百年种植历史，目前尚存400年以上

老梨树1700余棵。这几天，上万亩老树新树齐
开花，正是人工授粉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期。

镇党委政府组织农技人员将帮扶送到田间
地头。曹家镇东联村村民万慧燕种了6亩梨
树，她说：“我以前点花授粉，每朵花都要
点，进度很慢。为抢抓花期，还要请人帮忙。
农技人员讲解以后，我知道只点新鲜的、刚开
的花就行，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劳力。”

仁寿县还实行“点单”服务。前几天，一
名网友在县融媒体平台上留言：“彰加镇潘家
村农民种的水果（春见）需要技术指导。”县
农业农村局随即安排技术专家到村里“手把
手”教学。

潘家村村民苏建华种了2亩名为“春见”
的特色柑橘。专家的指导让他对今年种植前景
更有把握。“施肥、治虫、保水、剪枝，这里
面都有学问，专家的教学很管用。”苏建华说。

记者从四川省委农办了解到，“川果”已被
列入四川省重点发展的“10+3”现代农业产业
之一。今年，四川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和“10+3”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今年农业
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新华社成都3月2日电）

特色“川果”助振兴 农技帮扶到田头
●新华社记者 陈健

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