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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赫）11月18日晚，市长安桂武在市委常委、副市
长徐建军，市政府秘书长刘俊道的陪同下，先后到吉鹤广场、胜利路、
金辉街、丽江路、洮安路等处，对市区灯亮工程进行视察。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住建局、洮北区、白城经济开发区、白
城工业园区分别对灯亮工程的建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报。
在听取汇报后，安桂武指出，近一年来，各区、各相关部门按照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市区路灯亮一倍的要求，千方百计采取有力措施，加大
维修改造力度，路灯亮度明显提高，方便了市民夜间出行，工作成效
显著。

安桂武强调，城市路灯照明涉及城市形象，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各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大力
度，全力实施。一要加快工程进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紧紧抓住有
效施工期，加快工程进度，做好工程各项收尾工作。二要加快竣工工
程的财审核算。要按照标准要求，抓紧组织对已竣工的工程进行验
收、核审，及时拨付资金。

就进一步做好市区灯亮工程，安桂武强调，一要对工程进行进一
步完善。要按照国家照明标准要求，在解决好路灯亮度的基础上，逐
步解决巷灯、广场灯亮问题，方便群众生活需要。二要严格进行日常
维护管理。要研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明确管理主体和责任；要强化
施工管理，坚决杜绝工程浪费；要注重调度，根据不同季节科学设定
不同的开启和关闭时间。三要强化规划约束。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对
新建的工程进行验收，坚决防止盲建、乱建现象发生。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视察。

本报讯（王维俊）走进洮北区平安镇中兴村，你会看到一
排排铁制科学储粮仓首尾相连，排成长龙，仓里储满了黄澄澄
的玉米，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光。

“以前我们使用编织袋、麻袋、粮栈子存粮，不仅生虫子，
粮食还容易发霉，用上这个铁家伙，鸡啄不着、鼠咬不到，通风
好多了，再也不担心粮食发霉了，今年冬天也不用着急卖粮
了，等到明年‘五一’前后，卖干粮更值钱。”说起自家刚投入使
用的科学储粮仓，平安镇中兴村村民白玉明十分高兴，今年他
家的玉米获得了大丰收，再有这个科学储粮仓帮着减损，他家
的收入又可以跨上一个新台阶了！

和白玉明一样，在洮北广大农村，科学储粮仓越来越受到
广大农民的认可。洮北区从2013年起，在全区推广使用农户
新型科学储粮仓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400套粮仓建设
任务。

据洮北区粮食局负责人介绍，科学储粮仓采用钢骨架矩
形结构，四周铺设锰钢网，上面是人字型彩钢板仓顶，每套长
6米，宽1.6米，高约2.3米，可自由拆卸组装。该仓具有自然通
风、降水防霉、提质增重、鸡啄不出、鼠咬不到、安全快捷、装粮
方便等特点，可将粮食储存损耗由11%降至2%以内。“以容
积22立方米仓型为例，每仓装17吨玉米，可减损1.36吨，按
照目前的玉米平均收购价格2100元每吨计算，每仓可增加收
入2856元左右。”

据了解，洮北区农民传统的储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地趴粮”，即农民收割完粮食后，直接将粮食堆放在庭院地
上。这种贮藏方式，不利于粮食降水提质，又容易使粮食发生
霉变造成损失。另外一种是搭楼子、围栈子储粮方式。就是农
民在自家的庭院里用木材、葵花秆搭起长方形或圆形用于储
存玉米棒的简易仓。这种贮藏方式虽然有利于粮食通风降水，
但雨雪渗漏、鸡啄鼠咬造成的粮食损失较大，使用上也不方
便。用新型科学储粮仓代替传统储粮方式，能防鼠、防虫、防霉
变、防禽畜等污染，确保了储粮安全和食用健康，也增加了农
民收入。

本报讯（见习记者宋欣）11月18日，为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深对依法
治国战略决策的理解，市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代
表人士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
会。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李晓峰参
加会议。

会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工商联、
侨联、民族宗教界人士分别围绕“学习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依法治国”、“让法治成

为人们的信仰”等主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深
入浅出地阐述了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理解，并在如何全面落实全会精神等方面进
行了交流。

结合统战工作，就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李晓峰强调，统战部门要
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做到把握实质、深入思考；要把握全会
精神精髓，推动法制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
坚持学以致用，推动统一战线各项工作再上新
台阶。要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服务履职不懈
怠，为我市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的思
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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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统战部召开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在我市乡村，有着一支以各级关工委和老
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五老”
人员为骨干的关爱青少年大军，他们奔走在校
园内外，活跃在乡镇村屯，深入到千家万户，默
默无闻地奉献着晚年的光和热。

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张树森，十几年来，他撰写了13篇《青少
年行为鉴言》，深受青少年喜欢。更难得的是，
他毅然将临街出租的店面房收回改建成了“报
吧”，自己花钱修缮，自费订购64种报纸，买了
一千多册图书和20套桌椅。“报吧”建成后，每
天有数十人前来阅读学习。不少青年农民从

“报吧”中学到了农业科技知识，成了养殖大
户、种田能手、致富状元。张树森每年都要拿出
四五千元钱帮贫解困，得到国家、省、市、县各
级表彰，还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高文焕是镇赉县坦途镇坦途村的老党员,
1996年他被选聘为村关工委专职副主任。多
年来,他引导青年农民“四自”小组学科技、搞
创业。青年农民王立敏在高文焕和其他“五老”
人员的帮扶指导下，办起了养猪场，年纯收入
30万元，被县里评为致富女状元。高文焕还从
家中拿出4000元钱帮扶青年农民周城、陈青，
如今他俩在自家的土地上各自建起了500平
方米的蔬菜大棚，年收入都超过了5万元。为

了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高文焕走遍了镇内近
40家收粮企业和有关用人单位，为全村近30
名青年找到了就业门路。

大安市两家子镇两家村李景山，曾任镇中
心小学校长，退休后仍心系教育事业，帮助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他义务帮助学习成绩不好的
学生补课，给家境不好的学生买学习用品，还
先后7次去镇政府反映情况，为残疾儿童、特
困生申请生活救济金。多年来他先后帮助20
多名辍学生和特困生申请到入学贷款和困难
补助，使他们得以完成学业。李景山还经常走
访农村创收致富大户，把他们的致富经验撰写
成文，传授给当地青年农民。

今年64岁的大安市龙沼镇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刘忠富, 十几年来坚持组织各村屯的青
年农民学理论、学科技，创业致富。他协助太平
村青年农民李洪文成立了龙沼镇牧业生产合
作社，吸收会员180多人，每年放养肉鸡雏30
多万只。刘忠富还成立了农民书屋，吸引大批
青年农民来此读书学习。

晚霞灿烂映 绿 野
——我市农村四位“五老”典型事迹小记

●关工委

“五老”风采

记录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
弘扬时代精神是文艺的重要功能。唯
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根本方向，以高水准的作品滋养心
灵，用高品质的文化塑造精神，凝聚
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
伟业的磅礴力量，文艺才能在服务人
民、书写时代中打造精品、创造经典、
铸就永恒。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
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
可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民族复
兴的高度阐述文艺的地位和作用，为
文艺的繁荣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对广
大文艺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
人民的共同期盼，需要凝聚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奋斗。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文
明，同样需要强大的精神文明。中华
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
开中国人民精神世界极大丰富和精

神力量不断增强。充分发挥文艺工作
对于精神引领的独特作用，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举精神
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广
大文艺工作者必须直面的时代考验，
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

时代是文艺工作的背景板，也是
文艺实践的大舞台。当代中国，亿
万人民正豪情满怀建设伟大祖国，
意气风发创造美好生活。奋斗人生
的打拼经历，最美人物的道德情
怀，英雄楷模的非凡壮举，汇成壮
美生动的时代画卷，为文艺工作提
供着最为丰厚的创作资源。广大文
艺工作者自当敏锐感受时代脉动，
深刻把握国运变化，始终挺立时代
潮头，勇做时代变革的先觉者、先
行者、先倡者，从而激发创作灵感、
挥洒艺术才智，为亿万人民和伟大祖
国鼓与呼，在推动国家发展和时代进
步中彰显文艺价值，繁荣文艺创作，
书写文艺辉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 （下转二版）

担起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
—— 一论大力推动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发展

●新华社评论员

我市乡镇综合文化站
提升工程评估定级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你漫步于
市区的大街小巷，一定会感叹不已。数
万盏明亮的路灯宛若满天璀璨的繁星
点缀着夜空，一盏盏路灯像是一双双灵
动的眼睛，辉映着城市蓬勃发展的希
望，勾勒出鹤城的瑰丽夜景。

为政之要，民为邦本。为改善城市
面貌和人居环境，给广大市民创造方便
的夜晚出行条件，今年初，市委、市政府
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出发，着
力保障、改善和服务民生，对市区街路
实施灯亮工程。

“前些年，晚上出门散步，除了主要
路段有路灯外，大多数道路一片漆黑。
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管理，路灯亮灯率也
比较低，很多路灯损坏了很久却无人修
理，给晚上出行的人带来很多不便。”家
住市区明仁街的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好了，大街小巷的路灯亮了，夜晚
回家、出门的路顺了，市民从心里高兴，
也切身感受到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力度
和决心。”家住文化路的李女士说：“改

造后路灯比原来亮了一倍，感觉这一路
光明把自己送到了家，很有安全感，心
里也暖乎乎的。”

据路灯施工单位相关人员介绍，自
今年初市委、市政府实施建设灯亮工程
以来，按照实用、节能、美观的原则，路
灯光源多采用LED灯，不仅灯光亮，还
具有更好的节能效果，而且平均使用寿
命长达8到10年。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文
化路、海明路、胜利路、金辉街、辽北路、
爱国街、长庆街等25条街路的灯亮工
程。其中，洮北区改造路灯252基杆，新

建变压器8台，更换、改造变压器共6
台，更换照明器具2748盏，铺设电缆
16997延长米；白城经开区改造路灯
1489盏，改造变压器5台，新安装变压
器2台，改造电缆1500米，安装缺失灯
杆18个，安装经纬控制器12台，安装
高杆射灯4组。

在道路拐角处、危险路段、人行通
道处合理设计光源，不仅方便市民夜间
出行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
事故的发生。璀璨夺目、绚丽多彩的城
市夜景不仅改善了夜间通行环境，还提
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增强了中

心城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对损坏路灯我们即坏即补，绝不

能让它影响咱们城市的形象，不能影响
老百姓出行。”在和平街对破损的路灯
进行维修的施工工人告诉记者。夜色
中，当路灯再次发出浅黄色的光亮时，
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灯亮工程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城
市风景线，走在大街上，各种形状的路
灯、景观灯随处可见，主次干道有了路
灯更加璀璨，背街小巷有了路灯更加温
暖，缤纷多姿的夜景衬托出了我们这个
城市的现代之美。

点 亮 城 市 希望
——我市灯亮工程建设小记

●本报记者 张赫

图为市长安桂武在白城经济开发区吉鹤广场视察市区灯亮工程。 本报记者段卫军摄

洮北区平台镇民乐村农民那宝红，今年种的6公顷地玉米和花生获得丰
收，加上两栋蔬菜大棚的收入，他今年年收入可达10多万元。图为那宝红和
家人正在给玉米过秤。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本报讯 在网上花上不到400元钱买块地，就能
当上农场主，还能陆续收到这块地里产出的各种农
作物——今年，通榆县将部分闲置地块尝试由电子
商务企业通过网络统一租赁，开展“聚土地”定制私
人粮仓活动，这种新颖的营销模式吸引了不少年轻
人的目光。

通榆居民黄旭丹最近在网上发现了“聚土地”定制
私人粮仓的宣传，只要花上399元就能成为两口之家2
分农田地的农场主。黄旭丹在网上下了2分地的订单，
按照约定，此后的1年多时间，黄旭丹每月都能从这两

口之家的2分农田地里收到具有东北特色的农产品。
据了解，今年通榆县将部分闲置地块尝试由吉

林省云飞鹤舞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络统一租
赁，借助淘宝聚划算平台推出了“互联网订制私人粮
仓”项目，农村闲置的土地通过电子商务公司“租赁”

给消费者，消费者可以获得租赁地块产出的相应农
产品及附赠品。

自今年10月“聚土地”定制私人粮仓活动开展
以来，参与租赁通榆县私人农场的网友已经达到
3500多人，租赁农田1000多亩。

通榆：“聚土地”定制私人粮仓活动走俏网络

本报讯（高跃林）根据文化部和省文化厅
“组织参加第一次全国乡镇综合文化站评估定
级工作”的通知精神，今年2月至4月，我市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组织实施方案，成立了评估定
级工作领导小组，陆续开展了评估人员培训等
工作。5月至8月，评估定级工作全面开展。

在圆满完成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自评、统
计、审核、公示和上报等工作的基础上，11月，

省文化厅下发了《关于吉林省第一次乡镇综合
文化站评估定级结果的通知》，通知中通报，全
省共有62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定级271个，
定级比例为43%。

白城市共有74个乡镇，有34个文化站被
省文化厅定为一二三级，其中一级站8个、二
级站11个、三级站15个，定级比例达46%，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