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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笔者赶到镇赉县建平乡平保村时已是黄
昏。村民王有听说我又来了，非要准备酒菜，还要杀只鸡。

院子西侧的鸡舍干干净净，足有300平方米。食物、水
一应俱全。20多只芦花鸡，低声叫着。

“本来400多只，年前卖了一些，就留了这几只下蛋。”
王有神情里充满了骄傲。

5年前，笔者见到的王有并不是这样。那年，他不到60
岁。妻子患病常年卧床。无论是房间还是王有自己，看起
来都极为邋遢。小泥房的西墙裂了缝，一下雨就漏，王有宁
可一到雨天就忙着接水也不修葺。厨房的地上散落着柴火

和各种农具。王有总是一副忧虑、无力的样子，日子过一天
算一天。

2018年，省农科院的专家来为贫困户以及村里60岁
以上的老人送鸡雏时，王有死活不要。“我养不了那玩意。”
尽管这些鸡的品种都是市场最紧俏的，省农科院专家还定
期来进行技术指导，王有仍然不愿意养。

5个月后，这些鸡以100元至150元一只的价格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王有在心里算了笔账：这些白送的鸡雏，喂养
成本也就35元到40元，一只鸡竟能挣这么多钱！而且，省
农科院的专家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挨家挨户讲解怎么喂

养和防病。
王有后悔了。
一次，省农科院的专家在村里举办种植养殖技术培训

班。王有假意路过，结果听了一上午。他一眼就认出是畜
牧分院的刘臣，就是他当时走家串户来传授养鸡技术。

2019年，王有盼着等着省农科院来送鸡雏。6月的一
天早上，刚过6点，他便把4箱刚破壳的鸡雏抱回了家。那
是一只只精神抖擞的小黑鸡，头顶有一个小白点。一个月
后，鸡渐渐大了，长成了灰毛白点的芦花鸡。

“这鸡多好养啊。自己种的大苞米磨成面，拌上麦麸或
者稻糠，省事儿又省钱，还好卖，都不用出屯子，坐在家里就
被买光了。”

“你再看看我这房子，和你们上次来，是不是大变样
了。政府给盖的。”

“到了年底，就等村里贴通知吧。只要一贴通知，准是
好事儿。大棚分红、牛马分红、光伏分红都直接打卡里，一
年得有1万多元呢。再加上我养这些鸡……”王有从5年
前的一言不发，变得说个不停。

在他的叙述中，夜色渐渐弥漫了平保村，文化广场的路
灯亮了，随即有音乐声传来，这正是王有接下来告诉笔者
的：平保村的晚上，再不是黑漆漆一片……

本报讯（邹天骄 刘启迪 孟
繁尧）为进一步做好第30个全国
税收宣传月活动、普及税收知识，
4月25日，洮北区税务局以“助
力发展 税月同行”为主题，结合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
办实事”系列活动内容，举办了首
届纳税人缴费人税收知识竞赛。

竞赛设置了个人必答题、抢
答题、小组共答题和风险题四种
题型，并安排与观众互动环节，现
场氛围十分热烈。参赛选手们全
神贯注、信心满满，经过了几番激
烈角逐，亿豪电器队获得一等奖，
全兴会计师队获得二等奖，吉林
银行队获得三等奖，洮北惠民银
行队、国玉会计队、三元会计队、
金点子会计队获得优秀组织奖。

在竞赛前，这个局组织了税
企座谈会和服务企业周调研走
访，充分听取纳税人缴费人对税
务部门工作的意见建议。在笔试
预赛中，来自洮北区辖区内的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领域的报名选
手们积极参与、认真复习、互助提
升，测试成绩均十分优异，充分彰
显新时代纳税人缴费人的风采，
最终根据每队的总成绩进行排

名，成绩靠前的7支代表队进入
了竞赛环节。

“税务部门这次举办的活动
形式新颖，寓教于乐。以竞赛的
方式激发了学习兴趣，竞赛知识
点涵盖面广，包括现行税法相关
内容、最新下发的税收优惠政策、
党史及实务操作中应知应会等内
容，一方面增强了自身的业务能
力和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实现了
税企互动，促进了企业之间的沟
通联系，我们都很愿意去做税法
的传播者。”荣获一等奖的亿豪电
器队的代表蒋晓巍说道。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答题竞
赛的新型税宣模式，普及税收优
惠政策，聚力服务企业发展，推动
纳税人缴费人自觉主动深入学习
税收理论业务知识，营造学税、懂
税、用税的良好氛围。

这个局将持续落实落细减税
降费政策，将税务支持注入到企业
发展中，发挥好税收主要职能，在
服务“六稳”“六保”大局中贡献出
税务力量，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税收
工作相结合，为实现“十四五”良好
开篇营造浓厚氛围，以优异成绩献
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洮北区税务局举办
首届纳税人缴费人知识竞赛

本报讯（王超 记者张芙）4
月23日,洮南市兴隆街道隆德社
区工作人员走访了辖区个体工商
户及小微企业，围绕法律道德、诚
实守信等方面对经商者开展了信
用宣传讲解活动。

走访中，社区工作人员以“信
用中国”网站中精选的文章作为
主要宣讲内容，围绕哪些行政处
罚涉及严重失信行为、哪些行政
处罚涉及一般失信行为、行政相
对人(失信主体)无法自行判断行

政处罚失信行为严重程度怎么办
等方面内容，向经营者讲解了信
用应知应会常识。通过讲解，使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经营者对
一般失信与严重失信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等有了深刻了解，
提高了诚信认知水平，表示要做
到诚信经营。

洮南市兴隆街道
隆德社区开展诚信宣传

本报讯（蔡卉琪文/摄）为
了助力乡村振兴，把先进实用

的农业科技送到农村、传授给
农民，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农

业科技水平，4月17日，洮北
区科协联合洮北区老科协到
洮北区东胜乡开展了科普大
集活动。

活动现场，四位农业专家
为农民朋友们进行科技咨询
服务，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
题，展销了多个新品种、新农
药、生物菌肥等农资产品；医
务专家们认真为农民朋友测
量血压、心肺听诊等，耐心倾
听，详细解答他们的各类问
题，给出合理的建议，免费发
放常用中西药20多种，价值
3000多元。活动中，展出有
关种植养殖、疫情防控、生活
常识等科普宣传展板 30 余
块，发放农牧业科普资料、医
疗卫生科普宣传资料 1万多
份（册）。

图为工作人员为农民群众
发放农牧业科普资料、医疗卫
生科普宣传资料。

潘美儿，女，汉族，1976 年
11月生，中共党员，浙江省皮肤
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麻风
病区）护士长。

潘美儿从事麻风病患护理工
作20余年，以精湛的护理技术照
顾每一位患者，用爱心、耐心、责
任心温暖每一位患者的心，彰显

“医者仁心”的大爱，被称为“最美
护士”。

1996年，20岁的潘美儿从湖
州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我国最早
的麻风病院之一——浙江省皮防
所上柏住院部。医院位于德清县
的山沟里，潘美儿就常年坚守在被
人们称为“麻风村”的地方。她主
动申请去风险最高的现症病人区
工作，精心护理平均年龄达73岁、
平均住院40多年的患者，帮助他
们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潘美儿
每天除了忍受麻风溃疡散发出来
的气味外，还要面对肢体畸残、眼
盲鼻塌的患者。她没有胆怯厌恶，
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亲人，与他们同
吃同住，给他们打针换药，陪他们
聊天说笑，帮他们清洗缝补。一位
病情较重的患者全身多处溃烂，潘
美儿每天为她擦洗全身、清洗伤
口、点眼药水；82岁的钱奶奶大便
排不出，潘美儿帮她一点点抠出
来；双目失明的范大娘一次次大便

拉满衣裤，潘美儿帮着擦洗身子、
换洗衣服；小徐被送到医院后，未
婚夫再没来过，她欲寻短见，潘美
儿一边耐心开导她，一边反复做她
未婚夫的说服工作，最终她康复出
院，举行了婚礼。潘美儿无怨无私
的付出赢得了患者的尊敬和喜爱，
大家也把她当成自家人，“麻风村”

“村民”最多时有150多位，大家都
亲昵地叫她“阿美”。

潘美儿潜心钻研业务，在国
内外权威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在国际麻风大会上进行学术交
流。她倡导直接接触患者肌肤的
护理理念，让患者找回康复的信
心。她设立“心理医疗室”，开展
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让患者感到
被尊重、理解和关爱。她所在团
队开展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被
中国科协列为麻风病学科重大成
果之一。现在，她正致力于科普
麻风病知识，呼吁加强对麻风病
人群体的关注。

潘美儿被授予第四十二届南
丁格尔奖、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荣登“中国好人榜”。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于晓娜）日前，白城
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公路大队镇
西中队民警王忠江、辅警张震宇
驾车从中队返回大队途中，遇到
一轻生女子从7米高桥跳下，二人
立即施救，使轻生女得到迅速的
救治，转危为安。

当天下午，镇西中队民警王
忠江接到大队会议通知，带领辅
警从中队驾车返回大队。二人行
至五家户公铁立交桥时，发现一
名女子站在桥边，当时该女子并
无过激行为。他们驾车通过桥

面，因为当时桥上没有其他车辆
和行人，王忠江对该女子也给予
了关注，当警车刚要驶出桥面时，
王忠江从车辆的倒车镜里发现该
女子一条腿骑到了桥栏上。王忠
江和辅警张震宇立即调转车头回
来查看，当车辆距离女子20多米
远时，女子从桥上跳下。二人立
即驾车赶到桥头，从侧面陡坡跑
到桥下。辅警张震宇率先赶到女
子落桥地点，女子落下位置位于
桥下陡坡处，陡坡全部是由混凝
土浇筑，地面较硬，女子受伤不敢

移动。当时，张震宇为了防止她
从陡坡上滑落，用右腿给她做支
撑，让她扶着。女子情绪十分激
动，不让张震宇帮扶她，大声嚷着

“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民警们
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
向中队长韩志刚报告。接到报告
韩志刚立即带领辅警宋志飞赶
到。15分钟左右，120急救车辆
赶到。辅警张震宇和宋志飞用医
用单架将受伤女子抬上救护车，
陪同送往医院救治，待其家属到
达医院后才离开。

在大安市联合乡安北村一座
小院儿里，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
87岁高龄的李万才，老人虽然有
点耳背，但是双眼炯炯有神，声音
洪亮有力。

1934年1月，李万才出生在
黑龙江省安达县一个村屯。3岁
时，随父母迁到现大安市联合乡安
北村蔡景芳屯，并在此落户。8岁
起，李万才就放猪、放羊、种地，饱
受了贫苦生活的磨难。1951年
10月,李万才在大赉县(现为吉林
省大安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3703部队，成为一名公安兵，当年
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作为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志愿军老战士，说起那场打出了
中国人尊严的战争，他至今记忆
犹新。

李万才所在的连队主要负责
押运军需物资，确保武器弹药给养
及时送到前线。李万才回忆，他们
把从丹东接收到的物资装在卡车
上，然后进行严格的伪装，每辆卡
车都由两名士兵押车，驾驶室里一
名，车厢里一名。为了安全起见，
每次都是白天休息，晚上驾车。他

说：“押运物资的任务十分危险，随
时都有被美国飞机轰炸的可能。
押运到目的地后，再跟军车返回。”

每次押运，李万才都集中精
力观察路况，警惕敌人的袭击，确
保押运任务顺利完成。李万才回
忆:“执行任务时，压根没想到能活
着回来，美军的飞机到处扔炸弹，
经常有志愿军战士被炸死炸伤。”

1954年回国后，李万才随部
队先后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五
大连池、齐齐哈尔兵工厂等地驻
防。由于李万才思想进步，积极上
进，听从组织分配，1956年9月27
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复原后，李万才回到
大安市联合乡安北村蔡景芳屯，
担任大队管理员兼会计10年之
久，后为普通社员。

作为一名亲历过旧社会黑暗
和战争洗礼的老战士，能活下来
并看到国家一天天走向繁荣富
强、人民群众生活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李万才时常感叹没有虚
度此生。他激动地对记者说：“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祝福党更强大、国家更繁荣！”

本报讯（陈明）农行白城分行代
理财政部处置委托资产以来，努力寻
找清收目标，于近期成功收回委托资
产法人客户1户，涉及债权1500多
万元，在委托资产清收上再创佳绩，
进一步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

为成功收回该笔债权，这个行
迅速行动，积极谋划，多措并举，确
保清收工作顺利开展。一是强化权
益重点，债权追索毫不放松。他们
协同白城市公证处人员对该法人客
户采取上门公证催收、挂号信催收、
报纸公告催收等多种方式进行催
收，最大程度维护了国有资产债
权。二是强化工作重点，抓住时机
积极清收。由于该法人客户已关停

倒闭，所以在历次清收过程中举步
维艰，在获得该法人客户善后工作
办公室有可能解决历史遗留包袱的
信息后，他们抓住这一机遇，成立清
收领导小组，制定清收方案和措
施。清收小组多次到该法人客户善
后工作办公室与之沟通协商还款事
项。三是强化安全重点，风险防控
措施到位。为化解操作风险，他们
在与该法人客户善后工作办公室签
署还款协议同时，要求对方出具《还
款承诺书》，要求该法人客户善后工
作办公室按照还款协议约定将欠款
一次性划入指定账户，最大限度避
免各种未知风险的发生，最后成功
收回债权资金。

再 访 平 保 村
●孙翠翠 于佳卉

“挖土”归来，“嫦娥家族”仍将马不停蹄！24日在南京
举行的2021年中国航天大会现场，多名航天专家就未来的
探月规划展开探讨。

嫦娥五号“挖土”归来后研究啥？月球科研建站有多
远？……会场内外，航天大咖们揭开月球探测新看点。

筹建月球科研站

2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就合作
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发布联合声明。根据声明，中俄两国将
在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规划、论证、设计、研制、实施、运营等方
面开展合作。后续还将发布《国际月球科研站实施路线图》，
以及明确其他有兴趣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加入程序。

据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披
露，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这一基本
型由运行在月球轨道和月面的多个探测器组成。基本型将
具备月球科学技术研究、资源开发利用技术验证的能力，并
与国际同行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
师胡浩在谈及我国探月工程进展与展望时介绍，国家航天局
正在倡议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的国际合作，打造解决空间科学问题、有效利用月球
资源、发展地月经济圈的基础设施和共享平台。

探月工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2020年前完成“绕、落、
回”三步走；2030年前实现月球科研站基本型的“勘、研、
建”；此后，再完成月球科研站的扩展与运营。即从具备月球
探测技术能力，到攻克月球科研站技术、提升月球科学与资
源应用能力，再到形成月球长期科研和资源应用能力。

中国宇航学会高级专家朱林崎介绍，不惟中俄两国如
此，目前全球对月球站、月球基地、月球村的探索也方兴未
艾，主要航天国家纷纷将月球基地、月球村纳入探索规划，真
可谓“争入广寒伴清光，明月何曾是两乡”。

“从目前世界各国对‘月球基地’的构想看，我们也可以
探讨从月球科研站到月球基地、月球村，乃至构建‘地月空间
生态圈’的可能性。未来，也许在月球欣赏地球也会成为常

态。有人赏月，有人上月，探索的脚步永不停歇！”朱林崎说。

“土”特产后看“水冰”

挖回了月壤，月球科研的下一个焦点或将是“水”。中国
科学院专家介绍，根据理论预测，仅在月球南极没有太阳照射
的阴影区，就可能储存着100亿吨左右的水。月球南极附近
存在很深的撞击坑，根据目前的探测和理论研究，天文学家推
测，在月球南极的这些撞击坑内极有可能富集大量水冰。

在我国探月工程四期规划中，嫦娥七号也将开展月球南
极资源详查，对月球南极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等进
行综合探测。

目前，各国都在抓紧布局相关探测，以期能更加详细地
研究月球水冰的分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些
探测器都先后发现了月壤中存在水冰的证据。近年来，月球
水冰一直是各国研究的热点。

为什么月球水的探测如此重要？因为月球上的水本身
是珍贵而重要的资源。航天八院805所型号主任设计师赵
晨说，从地球运送水到月球非常昂贵。第一步目标是通过探
测验证、确认月球上是否存在大量的水。如果真实存在，那
就进展到第二步，研究就地取水，利用月球水。比如，进一步
将其分解成燃料，并为后续开发和利用月球资源提供能源。

“我们也期待，我国自己的探测器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带

回精度更高的月球水冰分布数据，为全世界探索月球水资源
作出中国贡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吴昀昭说。

奔赴更遥远的星辰大海

皓月别有洞中天，星河璀璨路向前。人类探索的脚步并
不止于月球，未来，月球将成为走向外空的实验场、跳板和短
期栖息地，为推开探索边界、飞向更远处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家航天局披露的消息显示，后续我国还将实施多项深
空探测工程，如小行星探测、火星采样返回、木星及行星际穿
越探测等。深空探测对研究生命诞生、探索宇宙起源、服务
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吴伟仁院士近期在接受采访时也披露，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百年之际，我国航天器将首次飞抵距地100个天文单
位，也就是抵达150亿公里左右的太阳系边际开展科学探测
和在轨试验。

“这将是人类首次进行这种探测，如果成功实施，将是中
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吴伟仁说，“中国航天
有实力实现这一目标。”

“月球将成为迈向深空的天然‘加油站’和‘跳板’。从
月球到火星，乃至其他星体，人类探索的边界必将不断拓
展。”中国宇航学会高级专家孙为钢说。

（新华社记者 王珏玢 蒋芳 邱冰清 胡喆）

“麻风村”里的最美天使
——记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潘美儿

“土”特产后还有啥？
——中国探月工程新看点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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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农行委托资产清收工作创佳绩
一女子高桥跳下受伤 交巡警施救转危为安

穿行在枪林弹雨中的运输兵
——记老党员李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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