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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朝霞给美丽的闹牛山披上了一抹金
黄色。洮南万宝镇鹏程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孟
令利迎着朝晖伫立在闹牛山下的青纱帐里，这
是他承包和代耕的玉米地，接近秋收时节，玉米
棵又粗又壮，足足比别人家的高了一头，玉米棒
也大而饱满，为啥区别这么大？因为他采用了保
护性耕作技术种地。

孟令利的玉米地与众不同。别人的玉米地
有垄，玉米苗间隔也比较均匀，他家的地则没
垄，玉米苗的间隔也不一样，分宽行窄行，青棵
下到处都是去年收获时没割的玉米秸秆和根
茬，看着似乎有点“乱”。“乱”？这些烂秸秆可是
宝，他的大苞米比别人家强，全靠它了——陈
年的秸秆烂在地里，就成了肥料，防风沃土，
这地就肥了，实行宽窄行播种，庄稼通风、透
光，孕穗率高，他去年一公顷地玉米，比以前
传统种法增产1000公斤以上，专家组啧啧称
赞。今年他承包和代耕的1000公顷玉米全这么
种上了，瞅着亲手播种下希望的土地……他逢
人就显，美得不行。

万宝镇河南村党支部书记牟玉春对笔者
说，不割秸秆不拿茬子、不翻地不打垄、不铲地
不趟地，省时、省工、省力、省机械油料电费，比
起传统耕作，平均一公顷节约成本1500多元，

咱全村600公顷地保护性耕作，一下子就省出
近百万元啊。同时，把农民从繁重的田间劳作中
解放出来，去打工和搞其他副业，仅此一项全村
每年又增收近百万元，加上保护性耕作每公顷
增产600多公斤，增收1200多元，咱全村一年
净增收总计近千万元，你看看，这都是保护性耕
作带来的好处……

在洮南，从北部半山区到南部平原，从西部
沙坨碱地到中部沃野平畴，保护性耕作带来了
别样的田野风光。在仲秋时节，共计有15万亩
茁壮成长、丰年在望的玉米田，这片大地上正孕
育着一个崭新的五谷丰登的希望。

洮南市是典型的风沙干旱农业区，农业生
产十年九旱，风多风大，每年有大量的肥沃表土
被风刮走；跑风地多，极易失墒和造成水土流
失。全市盐碱化、沙化及水土流失等荒漠化面积
近30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一些乡
（镇）每到春季，黄沙滚滚，风沙吞没农田、草原，
威胁村屯。如此恶劣生态条件，如此瘠薄土地，
造成洮南大部农田产量低而不稳，严重影响粮
食生产甚至农业进步。

保护性耕作能带来蓝天碧水，大规模实施
保护性耕作在洮南形成共识并迅速展开相应工
作。

2011年洮南市保护性耕作100公顷试验
田，是由永茂乡三段村几名村干部和党员率先
示范播种的。从种子播下的第一天起，农民们就
好奇地睁大眼睛盯着，心说看他们这样能整出
啥样庄稼来。然而随着这一片片青苗茁壮生长，
他们有些称奇了，及至秋收时的算账对比，大家
更是惊呆了。永茂乡三段村农民宋国臣和他的
邻居张国江两人地块紧挨着，张国江4月中旬
出来种地，旁边的宋国臣却没任何动静。等老张
忙活半个多月，宋国臣才出来，不翻地、不拖茬、
不打垄，只松了遍地就播种了。就这么清闲，地
里的青苗一直比张家的高一头、壮一圈。到秋收
获一算，每公顷比张家多打粮1200多斤，增产
11.5%。对此，张国江心里很“受伤”，“我明年高
低得这么种。”老张斩钉截铁地说。心服口服的
不止老张一人，三段村的其他农民在事实面前
也齐齐作出了抉择，纷纷主动签了保护性耕作
协议，今年三段村玉米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
8000公顷，占玉米种植面积的85%，实现了整
村推进。

洮南市委、市政府对保护性耕作种植更是
高度重视。从2011年开始，每年的农村工作会
议上都安排部署保护性耕作工作，并将保护性
耕作落实情况纳入了农村工作绩效考核范围。

从最初十几亩试验田发展到数万亩铺开种植，
2014年猛增到15万亩，占全市玉米耕种总面
积的十分之一以上。农机部门做了海量工作，是
洮南保护性耕作得以成功开展的第一推手和关
键保证。2012年，洮南市还被列入国家级保护
性耕作示范县。

自2011年以来，为大力发展保护性耕作，
省和洮南市在农机购置补贴方面制定了优惠政
策，即保护性耕作专用机具——免耕播种机实
行优先补贴。截至2014年7月，全市用于补贴免
耕播种机资金达1000多万元，补贴免耕播种机
500多台。在技术扶持方面，一是技术培训。几年
来，农机推广部门举办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班
80多期，培训农民5000多人次，发放技术资料5
万多册，召开各种保护性耕作现场会、机具演示
会100多次，乡（镇)村领导、种植大户和农机大
户参观现场人员达2500多人。二是技术服务。为
了能让机具正常使用，农机局组织农机技术人员
深入村屯，为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机具调试100
多台（次）。农机推广中心针对农民对重型牵引式
免耕播种机不了解或使用不规范的情况，组织技
术骨干，深入到保护性耕作示范点，为农民讲解
免耕播种机的构造和性能，亲自动手安装和调
试，有的技术员在示范点一蹲就是三四天，每天
在地里边试验边调试，直到机具能正常播种作
业。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今天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9日在北师大与
师生交流时说，很不赞成把古典诗
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
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
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
的基因。

古典诗词和散文近年来不断成
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一些地
区中小学教材里古诗词严重缩水，
引发热议；另一方面，“国学”热度持
续上升，众多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往
各类“国学班”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家长们的选择结结实实反映了实际
需求。

以古典诗词、散文为代表的传
统经典，并非简单的书本知识。能够
诵读、理解传统经典，也不仅仅是掌
握了一项技能。删除教材中的古典
诗词，其初衷是为教材“瘦身”、为孩
子减负，但这种方式却引发争议。网
络和现实中的反差，恰恰反映了公
众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担忧。

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散文，都
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史、哲知识，
其精华部分更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
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审美情操的集
中反映。通过诵读、理解这些经典作
品，我们能深深体会到古代先贤数
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生态度、自然观
念、政治理想、生活原则和道德理念
等等。这些经典作品构筑的道德标
准和价值体系，是维系中华民族始终向前发展的内生力
量，也是奠定世界大国地位坚实的文化基础。

敞开胸怀与世界接轨，首先应有文化自信。传统经典
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其特有的教
育、熏陶功能应受到重视。作为文化根植的沃土，在人的
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学校教育，理应给传统
经典足够的空间。如此，才能让传统文化植根于民族的血
脉中，让学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完善人格、浸润心灵。

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我们尤其
应该注重传统经典教育，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主动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夯实大国崛起的文化基础。也
唯有如此，才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让传统文化承担起
厚重的历史使命，成为民族复兴的推动力。（据新华社）

洮南“免耕”兆丰年
——洮南市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侧记

●李德森 赵秀坤 门志影

时 评

本报讯（王国辉 段牧君）日前，洮北区按照
中央和省、市委的相关要求，制定下发了《关于
严格执行<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
职（任职）问题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
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对
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
的，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确因工作需要到
企业兼职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严格审批。
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原任
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兼职，也
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
动。

按照《通知》要求，该区成立了自查清理整
改领导小组，在第一阶段清理检查党政领导干
部在企业兼职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回头看”，对
违规兼职情况进行了两次认真摸底排查。经查，
该区78家单位没有存在违规兼职、违规取酬及
瞒报、漏报等情况。今后，该区还将把此项工作
列入日常监督检查和巡视工作的内容，采取不
定期抽查的方式进行检查，切实防止违规兼职
问题反弹。

本报讯（查轩）7月8日洪水灾害发
生后，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立足自
身、不等不靠，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与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紧地结合在
一起，组织50多名党员干部成立6个工
作组深入各受灾村和居民委，做好灾后
重建和安置工作，做到“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

组织领导做到“四到位”。一是重视
到位。要求每名党员干部要认清灾后重

建和安置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把思想
认识提升到空前高度来打赢灾后重建这
场战役。二是宣传到位。对灾后重建和安
置工作的政策宣传采用点面结合的方
式，做到宣传对象全覆盖，不漏一户。三
是责任到位。每名工作人员都承担具体
明确的工作任务，做到任务到人、包保对
象到人。四是追责到位。开发区提出明确
要求，对工作不负责任、不认真、不到位

的人员将进行严肃处理。
重建安置做到“四包”。一是包政策

解答。工作组严格按照开发区《关于灾民
房屋重建维修和安置救助的相关政策》
进行解答，对《政策》中没有提到的问题，
记录后向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汇报，得
到回复后及时向灾民解答。二是包矛盾
化解。工作组和灾民进行深入的思想沟
通，使他们认清发水原因、转变错误思

想、理解政府作为，及时有效化解矛盾。
三是包房屋重建。针对有些灾民无力自
建房屋的实际情况，在征得灾民同意后，
包保干部积极协调解决灾民在建房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帮助灾民建设房屋。
四是包人员安置。对所包保对象的去向、
联系方式、所要解决问题做到了然于胸，
定期联系。

接待群众做到“三定”。一是定时间。
每天早6时至晚6时都有专人接待灾
民。二是定地点。各受灾村和居民委都设
定专门接待灾民地点并向全体灾民告
知。三是定人员。每名工作人员固定包保
若干户灾民，并向包保灾民公布联系电
话，做到任务明、责任清。

为提高办事效率，增进警民关系，洮南市公安局通达派出所内勤民警孙瑜珈结合工作实际，制作了“警民交流驿
站”宣传板，该措施是通达派出所践行便民服务的一项新举措，此版块由“警民一家亲、业务办理须知、说说心里话”
等三个部分组成，展现了通达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服务群众的瞬间，公开了办事流程和办理业务须知，建立了警民
互动的桥梁。图为通达派出所内勤民警创办的“警民交流驿站”宣传板。 郎志野摄

本报从今日开始征集“全民街拍”栏
目作品。“全民街拍”栏目以直观的视觉
语言反映新老城区里的人们生活变迁、街
头巷尾的市井百态、始料不及的突发事
件，讴歌街镇社区的人间真情，针砭个别
人的不良习惯，引导人们遵守公德，树立
文明新风。

无论男女老幼，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
让我们都拿起手机、相机，记录下我们身边
的牛事、趣事、新鲜事，记录下我们的欢乐、
感动与烦恼，与大家一起分享。

作品要求如下：
一、作品要尊重纪实图片的道德标准，

不增加或移除图像的任何要素；提倡生动有
趣的抓拍，要注重实效，可随拍随投。

二、图片一律为数码JPG格式，投寄作
品时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拍摄时间、
地点，并要对作品作出简单描述。

作品投寄至电子邮箱：
liming0436@163.com
联系电话：15504360333

本报编辑部

“全民街拍”栏目摄影作品征集启事 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安置工作

整改进行时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播洒科技之光
——记帮助青年创业的镇赉县老科技专家徐文发

●关工委

棚改进行中

为确保棚户区改造新城
家园Ｂ区顺利施工，施工人员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紧施
工，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图①工人在进行钢筋绑
扎。图②工人在钢筋制作。

图③工人在焊接管件。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徐文发毕业于人民解放军兽
医大学，是原镇赉县畜牧兽医工
作中心站高级兽医师、畜牧技术
推广研究员。退休后，以老专家
身份被镇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聘任为“五老”志愿者服务队
科技服务组组长。多年来，他坚
持为青年农民发展养殖业服务，
得到农民们的赞誉和好评。

1995年徐文发离岗退休后
开设了“余晖动物医院”，指导青
年农民科学养兔、养鹅、养羊、养
牛和防治各种畜禽疾病工作。黑
鱼泡镇三家子村农民王树山发展
兔业养殖，聘请徐文发为华兴兔
业公司技术顾问。徐文发给王树
山制定了一系列养兔和防疫方
法，培训技术人员，帮助筛选兔
种，协助设计圈舍，参与选择开发
项目，还办起了《华兴兔业》小报，
宣传养兔的好处和科学养兔知
识。华兴兔业公司借助徐文发的
强力科技支持，走上了规模发展
的快车道。2007年，企业拥有兔
舍850平方米，繁育室75平方米，
冷库1座，开发出8个品种的兔肉

食品，每年又提供种兔近万只，商
品兔数万只。还辐射发展养兔专
业户达300多户，华兴兔业公司
已经成为全县养兔的龙头企业。
他还开办以青年农民为主要服务
对象的科学养兔技术培训班，共
办培训班40多期，培训人员3000
多人。他应邀在大安、洮南、洮
北、泰来、图木吉等地举办了培训
班，培训者都能在较短时间内掌
握科学养兔技术知识和技能。他
还深入到村屯农舍，边讲课边操
作。并向养殖户和兽医专业人员
捐赠《北方科学养兔》书籍650多
册。

遇到较大疑难问题青年农民
自己解决不了时，他总是在最短

时间内赶到现场给予解决。他自
费购置了解剖器材，多年来解剖
病死兔100多只，为兔病诊断和
疫病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五棵
树镇后英台村青年农民阮航养
兔，于2004年春天发现小兔大批
死亡。徐文发接到消息后及时赶
到，解剖确认为兔巴氏杆菌病。
他根据新情况制定了免疫规程，
控制住了疫病，使一度打算放弃
养兔的阮航又坚定了养兔信心。
同年9月，阮航一次卖兔80多只，
收入 2000 多元；镇南种羊场刘
文、刘全兄弟俩，在他的指导下，
几年来靠养兔年平均收入达2万
多元。

徐文发多年来先后编著科技

书刊和教材，向青年农民传播科
技知识。其中养兔、养鹅专业技
术书 12部。先后主编了《肉用
兔、毛用兔、皮用兔、皮肉兼用兔
生产技术流程图谱》、《镇赉县家
畜家禽疫病志》、《家畜家禽防疫
手册》、《养殖动物疫病防治大全》
等书，此外，他还编写了《最新科
学养兔法》、《三针两科养兔法》、
《科学养兔技术汇编》等共8部学
习教材,心甘情愿地为青年农民
播洒科技之光。

“五老”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