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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彤君 刘莹）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社区居
民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市作家协会
在洮北区瑞光街道军民社区举办诗词
公益大讲堂开班仪式，吸引30余名
会员参与。

市作家协会主席杜波阐述了举办
诗词公益大讲堂的意义，呼吁学员发
扬“吉林西部文学现象”精神，创作
赞美家乡的佳作。

“诗词公益大讲堂能落户军民社
区我倍感荣幸，愿与作协共同打造

‘诗词之家’，推广中华诗词文化。”
瑞光街道军民社区党委书记刘继珊
表示。

据了解，诗词公益大讲堂全年开
放，邀请了马富林、高顶等授课。活
动不仅传授诗词知识，还为会员们搭
建了学习交流平台，为白城市文学事
业注入了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文/摄）近日，
在大安市联合乡大安市信达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或对大棚中的杂草和
垃圾进行清理，为水稻育苗做准备；或
对农机进行检修，确保按时正常使用。
现场一派火热忙碌场景，各项备春耕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近年来，该公司以弱碱地有机水稻
种植、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种植的有机
水稻和绿色水稻颗粒饱满、蒸煮筋道有
嚼劲，为助力当地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备春耕工作开始以来，他们继续实施
“有机+绿色”种植模式，购进稻种2.5万
余公斤，购置施肥设备6台，修建育苗大
棚68座，预计种植稻田1.05万亩。有机水
稻亩产可达300公斤，绿色水稻亩产可达
500公斤，年销售额将突破3000万元。预
计4月初育苗，4月中旬泡田。

除种植水稻，他们今年还将养殖稻
田鸭2万余只、稻田鹅3000余只、稻田
蟹7000亩、稻田鱼300余万尾、植树
12万棵，通过稻田鸭、稻田鹅、稻田鱼
和稻田蟹综合种养模式，以田养鸭鹅、
以鸭鹅促稻、水稻护鱼蟹、鱼蟹食虫
草，通过循环经济模式，使鸭、鹅、
鱼、蟹、稻互促共生。

“我们公司将依托大安市联合乡耕地
集中连片、土壤肥沃、日照充足和基础
设施好等优势，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园，
成为集科技教育示范、观光采摘和休闲
度假于一体，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园区，为助推大安经
济实现新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大安市信
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于修兰说。

图为工作人员清理大棚中的杂草和
垃圾。

本报讯（颜庆勋 陈林文/摄）随着气
温转暖，沉寂一冬的通榆县向海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恢复了春的气息。3月初始，大
批候鸟陆续飞回了春意初显的向海湿地。
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雁鸭类候鸟成群结

队地嬉戏。它们的到来，不仅为向海湿地
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
自然景观。

①水中嬉戏。
②展翅飞翔。

本报讯（刘丽东）前不久，市司
法局携手市教育局，积极开拓校园普
法新思路，走进白城毓才实验学校小
学部开展了一场充满创意与趣味的普
法活动。

本次活动摒弃传统的单一说教模
式，巧妙融入丰富多样的趣味元素，
致力于引导学生运用法律视角洞察校
园生活，主动探寻其中的法律问题，
使学生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汲取法
律知识。

活动现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化
身“故事大王”，以生动鲜活、妙趣横生
的语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精心准备
的法律小故事。他们从日常生活中令

人担忧的网络沉迷现象，到校园里至
关重要的防范校园霸凌问题，在引人
入胜的情节中，不着痕迹地将法律要
点巧妙传递。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参
与热情，还设置了知识问答环节。同学
们竞相作答，现场氛围热烈。

市司法局将与市教育局持续深化
合作，不断推进校园普法创新工作，
持续丰富普法形式与内容，让法治教
育全方位贯穿学生的校园生活，为学
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力营造和
谐、法治的校园环境。

本报讯（记者张赫）日前，镇赉
县九龙山种马场启动苏高血马驯马工
作，为确保此项工作科学有效开展，
马场邀请了多位经验丰富的驯马师进
行指导。此次驯马工作的开展将为游
客提供更安全、更有趣的骑乘体验。

训练过程中，驯马师遵循马匹的
生长规律和心理特点，循序渐进训练
马匹，并通过科学训练加强马匹与人
类的接触，建立彼此信任。

“我们从内蒙古自治区请来了3

位驯马师，第一批选了10匹马，现
已训练一段时间，属于刚驾驶骑乘阶
段，预计在3月末可以驯熟，届时可
供游客骑乘体验。”镇赉县九龙山种
马场员工卢盛介绍。

镇赉县九龙山种马场以其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为马匹的生活与
训练提供了绝佳场所。下一步，他
们将完善各项设施和服务，以优质
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助力镇赉
县旅游产业发展。

春 韵 起春 韵 起 候 鸟 归候 鸟 归
李 洪 慈 杨 大 勇 会 见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周敬东

本报讯（记者张赫）为切实强化
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预
防和减少春季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近日，大安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组建
机关小分队，深入辖区农村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将交通安全知识“播
种”到田间地头。

活动期间，宣传民警、辅警针对
农村春耕备耕阶段常见的交通违法特
点，走进田间地头、乡间道路以及农
机修理场所等地，以“唠家常”的方
式，耐心细致地讲解交通安全注意事
项，着重强调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
酒驾醉驾、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
的严重危害。同时，他们还结合辖区
内的典型事故案例，采用“身边事”
警示“身边人”的方法，面对面为农
民朋友们剖析各类交通事故的成因及

严重后果，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遵规守
法、安全出行的重要意义，从而自觉
做到文明守法、平安归家。

宣传民警、辅警还免费为反光标
识老化、不清晰、不完整或无反光标
识的农用车辆粘贴新的反光贴。粘贴
过程中，他们同步向村民开展道路交
通安全宣传，通过详细讲解道路交通
事故案例、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广泛
普及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广
大农村驾驶员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
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

通过宣传进农村活动，进一步
牢固树立了“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理念，增强了广大农村群众
的交通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助力杜绝不良驾驶习惯，为春耕安
全筑牢了基础。

本报讯（蔡红）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白城分行
始终紧紧围绕“双碳”目标，深度融入地方绿色发展
大局，深化落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密切跟进辖
内项目进展情况，统筹资源配置，全力做好绿色金融
大文章，着力为地方经济的“绿发展”注入“金动
力”，不断擦亮绿色金融底色。截至2025年2月末，
累计支持“绿色金融”行业客户30户，累计发放绿
色贷款近123亿元，贷款余额近73亿元，同业存量份
额居白城地区同业首位。

扣紧“责任链”，健全绿色金融发展机制。建立
组织体系。组建分行“一把手”负总责的绿色金融业
务团队，深入贯彻执行监管部门和总省行关于绿色金
融相关政策制度；成立绿色金融工作委员会，充分发
挥部门联动协同作用。健全考核机制。制定年度工作
目标，将绿色信贷列入相关考核内容，有效发挥考核
的激励作用；制定绿色信贷营销方案，充分调动营销
人员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积极性。压实对接责任。聚焦
全省“陆上风光三峡”“吉林省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
基地”“氢动吉林”等重点项目，构建“总省行牵头
对接+分支行跟进落地”的工作模式，密切跟踪各环

节进展情况，压实三级行联动营销责任。
丰富“工具箱”，构建全流程、精准化服务模

式。量体裁衣，提高精准化服务水平。辖区外县某
企业项目建成对进一步助推白城地区实现“绿色转
型”有着重要意义，该行聚焦项目融资需求，持续
跟进项目进展情况，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方
案，最终顺利营销该项目落地，截至2024年末，成
功带动该行绿色信贷、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新增超8
亿元。联动营销，增强跨区域合作能力。充分发挥

“1+1>2”的联动作用，主动探索与系统内跨地区分
支机构的银团合作模式，提高项目贷款营销落地成
功率，截至2024年末，该行绿色信贷系统内银团贷
款余额近 4亿元。开辟绿色通道，彰显“信贷+”

“服务+”作用。随着工程项目的推进，某项目的两
家中标单位在县域地区招募大量农民工，依规需通
过银行代发工资，由于企业注册地在上海，存在异
地开户困难，为此辖内支行迅速组建专项服务小
组，主动对接企业及两地监管部门，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开户审批，切实解决了问题。

严守“风险关”，推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控

新降旧，保持绿色信贷零不良。积极组织对辖内某新
能源有限公司不良资产进行核销的同时，利用其母公
司破产重组契机申报债权，成功处置大额股权抵债资
产，目前全行绿色信贷保持零不良。持续做好绿色信
贷政策传导和数据质量管理。强化对辖内分支机构信
贷前后台人员绿色金融政策制度培训力度，持续提升
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做好绿色信贷数据质量管理工
作，严禁出现“洗绿”“漂绿”等违规行为。加强环
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拓宽风险信息收集渠道，
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各方面沟通，多角
度、多层面核查客户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多环
节、多角度对比分析从不同渠道获取的客户环境、社
会和治理信息风险状况，严格执行环境、社会和治理
风险“一票否决制”。

今年，白城农行将持续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依托农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进一
步落实“双碳”战略，扎实开展“千企万户大走
访”，持续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客户的支持力度，
不断提升农行绿色金融“成色”，全力“贷”动地方
经济稳健发展。

镇赉：启动苏高血马驯马工作

大安交巡警
交通宣传正当时 不误农时不误春

趣味普法进校园 守护童心伴成长

搭建学习平台 传授诗词知识

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 推动地方经济稳健发展

春 日 备 耕 忙春 日 备 耕 忙 静 待 稻 花 香静 待 稻 花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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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开班宣讲。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近日，走进通榆县十花道乡曙光村村民蔡启的老
蔡家庭农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农场的3栋暖棚
绿意盎然，1万多株香瓜苗正茁壮成长，仿佛在向人
们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与希望。

这些香瓜苗长势喜人，每一株都承载着老蔡的心
血与期望。老蔡本就是村里种植香瓜的行家里手，有
着多年的种植经验，种植香瓜可谓他的“老本行”。
然而，传统的露天种植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产量和
品质不稳定，收益也难以保障。为改变这一现状，丰
富种植品种，提高经济效益，去年开始，老蔡把种植

香瓜引入大棚。
引入大棚种植香瓜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老蔡

面临着诸多难题，比如大棚内的温度、湿度调控以及
病虫害防治等。但他没有退缩，积极向农业专家请
教，查阅相关资料，不断摸索实践。经过一次次的尝
试和调整，他逐渐掌握了大棚种植香瓜的关键技术，
香瓜的产量和品质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靠着棚膜经济的带动，老蔡的“香瓜事业”蒸
蒸日上，收入节节攀升。但老蔡并没有忘记乡亲
们，他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一起致富。于是，他主动与
曙光村的村民们分享种植经验和技术，免费为大家
提供种苗和农资，并帮助村民们搭建大棚。在他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了大棚种植香瓜的
行列中。

如今，曙光村的大棚种植香瓜规模不断扩大，成
为了村里的特色产业。每到香瓜成熟的季节，一个个
金黄圆润的香瓜挂满枝头，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这些
香瓜不仅在本地市场畅销，还通过电商平台远销到全
国各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随着“香瓜事业”的发展，曙光村的村民们腰包
鼓了起来，生活也越来越好。村里的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道路变得更加宽敞平坦，新建的文化广场上，村
民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棚膜经济下的“香瓜事业”，就像一道曙光，照
亮了通榆县十花道乡曙光村的致富之路。在老蔡的带
领下，曙光村的村民们正沿着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棚 膜 经 济 鼓 起 农 民棚 膜 经 济 鼓 起 农 民 ““ 钱 袋 子钱 袋 子 ””

●郭尧 陈宝林

本报讯 （记者姜宁） 3 月 24
日，市委书记李洪慈、市长杨大勇会
见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周敬东。

李洪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周敬
东一行来白表示欢迎，对国网吉林省
电力有限公司在白城新能源产业发展
方面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
白城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省电力公司

和白城供电公司工作，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电网企
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周敬东在会见时表示，希望双
方进一步沟通联动，深化务实合
作，政企携手合力为白城高质量发
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贡献力量。

李子罡会见时在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