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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切实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便利服务，洮南市团结街道
办事处安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常年为老年人义务剪发，并根据他们的喜好设计发型，受到
老年人的一致好评。 刘磊 本报记者张殿文摄

家乡的名片家乡的名片————王文涛与他的民俗博物馆王文涛与他的民俗博物馆
●陈宝林 本报记者 孙泓轩 王娅楠

在通榆县，有这样一张独特而温暖的名片——
王文涛及其创办并坚守的民俗博物馆。这条通往
民俗博物馆的路，王文涛走了很久，情深意重，无私
奉献。

今年53岁的王文涛，从小就对农村有着深深
的眷恋。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乡镇的国企职工，他
常常下乡入户。在走访群众的过程中，他经常看到
农村老物件被随意丢弃的场景。看着那些承载着
岁月记忆的老物件被当作废品处理，王文涛的内心
被深深触动。他意识到，随着农村城镇化趋势和机
械化的普遍应用，再过几十年，这些农村老物件可
能就会消失殆尽。于是，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搜集
农村老物件，让民俗文化传承下去，让人们记住那
份乡愁，留存过去的农耕文化遗产，唤起人们对农
耕生活的美好回忆，更让青少年了解先辈曾走过的
艰苦岁月，从而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然而，梦想虽美好，前路却充满了重重困难。
王文涛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搜集老物件。为了解
决这个难题，他充分利用一切人脉资源，发动农村
的亲戚帮忙提供线索。一有消息，他便马不停蹄
地赶去收购。他搜集到的第一个老物件是一个小
型半导体收音机，当他发现这个收音机还能收听
广播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种喜悦和成就感让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但在搜集的过程中，王文涛也遭受了不少误
解。因为他收的都是农村人眼中不值钱的“废
品”，很多不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收“破烂儿王”。

面对这些异样的眼光和嘲讽，王文涛并没有退缩，
他心里明白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和价值。

随着搜集到的老物件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又
出现了——存放成了一个大难题。王文涛和妻子
商量后，拿出家中多年的积蓄，在通榆县开通镇胡
家店村购买了7间砖瓦房，专门用来存放这些老
物件。从此，这里便成了一座充满故事的民俗博
物馆。

走进这座民俗博物馆，仿佛穿越了时空，能看
到近百年来通榆城乡的生产生活场景。馆内陈列
着大量翔实的物品，充分展示了鹤乡通榆人民艰
苦奋斗、勤劳朴实的精神。这里有老供销供给那
个年代的烟酒糖茶等生活用品，它们见证了物资
相对匮乏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有老旧的算盘、各
种帆布书包、旧书刊等学习用品，让人回忆起曾经
刻苦学习的时光；还有陪嫁的木箱以及桌子、椅子
等古典家具，承载着老一辈人的婚俗文化和情感
记忆。

婚俗老物品区域里，每一件都仿佛在诉说着
过去的爱情故事和家庭传承。皮匠、木匠使用的
工具及产品，展示了传统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柳
条、煤油灯等各时代灯具，照亮了不同时期的夜
晚，也照亮了历史的长河。蒙汉牧民骑马放牛羊
时穿的皮衣、皮鞋、皮帽、马鞍等，体现了通榆地区
多元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游牧风情。

独具特色的通榆年画，色彩鲜艳、图案精美，
是通榆民俗文化的瑰宝。而老吉普车、摩托车、自

行车、黑白电视机、录音机、收音机、电话机、照相
机、电影放映机、闹钟、缝纫机等等走进通榆千家
万户，取代了传统生活用品的现代工业产品，记录
了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上千件的老物件，
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震撼心魄的通榆民俗文化
风情画，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自开馆以来，王文涛始终坚持无偿供当地群
众参观。不少周边群众慕名而来，大饱眼福之后
都惊叹不已。有个别群众深受触动，主动把自己
家的老物件也献了出来，这让王文涛感受到了大
家对民俗文化传承的支持和认可。通榆县以及
通榆县开通镇的领导也十分关心民俗博物馆的
建设，多次到现场指导工作，帮助协调解决实际
问题。

王文涛的民俗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存放老
物件的地方，更是家乡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它
让人们在回忆和体味中产生对土地的爱恋、对乡
村的依恋、对乡亲的眷恋，从而引导和激发人们根
植通榆、传承民俗文化、弘扬传统美德、互帮互助，
共建幸福美好生活。

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传统的东
西正在逐渐消失。王文涛用他的坚持和努力，为
家乡留住了那份珍贵的记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
认识通榆的民俗文化。他就像一位守护者，守护
着家乡的历史和文化；又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
和现在，让我们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还能找到那
份来自家乡的温暖和归属感。

时至暮春，正是春耕备耕的大好时节，从农肥积累到种
子、化肥的选购，从技术培训到农机检修，不论是涉农部门
还是村民都忙得热火朝天。然而在通榆县，得益于创新的

“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方式，不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

“甩手掌柜”。
“去年，我把土地托管给了当地的合作社，一公顷地增产

4000多斤，按一斤0.9元算，一公顷地就多收3600元，我自
己根本种不出这个产量。”通榆县良井子畜牧场职工温志刚
正在为牛添料，他称自己不太会种地，养牛倒是有两下子。

“土地托管出去，腾出时间照顾好我这40多头牛，一年的收
入也很可观。”

温志刚家里有11公顷土地，往年一到春耕，他就忙得不
可开交，从购买农资、翻耕土地到播种育苗，每一个环节都得
亲力亲为，不仅耗费大量精力，还常常因缺乏专业技术和大
型设备导致成本高、产量低。

近年来，通榆县积极创新生产方式，通过"新型农业主体
联合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方式，积极推广实施耕、种、管、收、售为一体的土地全程托
管、环节托管服务，通过规模化管理带动更多小农户接触新技
术、融入新模式，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今年，温志刚又与当地一家颇具规模的农业合作社签
订了土地托管协议，将自家土地全权交给合作社打理。

“对于小农户来说，一家一户很难抵御市场风险，高科技

的农业生产工具他们又不会操作，所以土地托管肯定是他们
增产增收的有效途径。”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会长王
建福扳着手指头，算起经济账：“原来良井子畜牧场的村民一
公顷地也就能收1.1万斤左右的粮食，托管后能达到2万多
斤，一斤按0.9元算，可多收8000元。”

“通过这几年的托管实践，村民都尝到了甜头，他们把土
地托管出去，自己还能打工或者从事养殖业赚到一笔钱，土
地的收益不减反增，这样的买卖谁不干啊？”通榆县良井子畜
牧场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宏说。

截至目前，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已经组织团结
乡、八面乡、边昭镇、瞻榆镇、良井子畜牧场、双岗鹿场等6个
乡镇场的11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托管协
议，托管面积达3.5万亩，同时购进玉米种子1.16万袋、化肥
1140吨、滴灌带1.1万捆，检修大型农机具80台套。

2024年11月，通榆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还聘请了专
家团队，对托管地块进行规划设计，目前已经完成了测土配
肥、良种遴选、耕作方式、农机措施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全程
参与跟踪服务和田间指导。同时，还安装了以田间气象、智
墒系统为主的智慧农业监测设备，实现了新型农业主体的完
善组织化程度与现代农业科技的深度融合，夯实了今年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的坚实基础。

古 树 故 事

文图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

该树为双生古榆，自出生起两株小榆树苗紧紧相依，仿佛一对姐妹并
肩成长，共享阳光雨露。村民感慨于这罕见的缘分，称为“姐妹榆”，寓意
着和谐共生。岁月流转，两棵古榆树已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像姐妹一样
相互扶持，不离不弃。

姐 妹 榆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位置：通榆县瞻榆镇政府院内。
♠等级：二级古树，树龄466年。
♠状态：树高13米、胸径100厘米、冠幅19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

好，现存状态正常。
♠古树历史：该树于1558年自然生长。

保 护 古 树 名 木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姐妹榆：
二级古树，树龄 466 年

通 榆 ：万象“耕”新 不误农时
●李桂华 陈永辉

瀚海 春来备耕忙

黑 土 地上播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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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志愿服务 关爱群众健康

本报讯（记者张赫）近日，白城市委社
会工作部联合白城中心医院，深入大安市
新艾里蒙古族乡富兴村开展“学雷锋、做
志愿、服务改革建新功”主题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医疗专家们为村民详细
讲解了眼病和骨病的基本知识，并提供
了视力、眼压、裂隙灯、眼底照相、骨关节
检查等专业的眼科和骨科义诊服务。专
家们耐心细致地解答了村民们关于白内
障、青光眼及眼睑、结膜、角膜、眼底病
变、骨关节疾病的疑问，根据村民们的身
体状况，提出了合理的诊疗建议和健康
指导。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医疗专家们

进行上门问诊，切实解决了义诊“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

据了解，此次义诊团队共有18名医
护人员参与，服务范围覆盖了大安市新艾
里蒙古族乡富兴村、富发村、民生村、新艾
里村和民兴村等5个行政村，惠及了众多
民众。

白城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继续统筹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以“学雷锋、做志
愿、服务改革建新功”主题为指导，积极整
合志愿服务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加优
质的志愿服务，逐步打造在乡村振兴领域
普惠式的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吴冰）四
月的东北大地，春寒未尽，
农事已紧。近日，在洮北区
西郊街道牛家屯的水稻田
里，旋地机轰鸣作响，履带
碾过之处，湿润的泥土翻涌
成浪，为新一年的耕种拉开
序幕。

今年，村民冯海瑞计划
种植80亩玉米、70亩中科
发5号水稻，还将穿插种植
少量小麦。“旱田已经旋完
了，土地松快了，苗儿扎根
才稳当。”他拍了拍裤腿上
的泥土，指着水田方向说，

“这几天先翻地、整苗床，等
气温上来，就泡田、耙地，把
田面找平，插秧机作业效率
能更高。”

在他家的农机库里，插
秧机、育苗机、旱田播种机
整齐排列。无人机也成了
他的“新帮手”，施肥打药全

靠它“一飞冲天”。政策支
持更让他底气十足——每
年超万元的种子补贴和生
产者补贴，实实在在减轻了
成本压力。

为了不耽误农时，冯
海瑞早早便备好了种子、
农药和化肥。然而，去年
秋雨过大留下的“后遗
症”，却给今年的春耕添了
些麻烦。随着大地开化，
地气上升，出现了“地反
晕”的情况，土壤变得黏
软，农机作业遇到困难。即
便面临难题，冯海瑞依然对
收成满怀期待，他说：“玉米
预计能收2.7万斤，水稻亩
产2000斤左右，年利润可
达7万元左右。”

春潮涌动，黑土地上，
像冯海瑞这样的农户正抢
抓农时，用汗水浇灌希望，
以实干耕耘未来。

本报讯（记者张赫）为提升环境卫生
面貌，打造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近日，大
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春季
卫生清理活动。

此次清理活动采取“人机结合、协同
作业”的方式，重点对城区巷路胡同、平房
区、城乡接合部、绿化带、马路边石等区域
进行清理，同时对市区内的灯杆、宣传牌、
交通电信电力设施箱等城市家具进行洗
扫。此外，对市区6万延长米的绿化带围
挡进行了统一拆卸作业。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出动保洁员200

名，调配装载机、自卸车、钩机、道路养护
车、洗扫车等机械设备45台。通过清理
作业，城区环境卫生质量得到提升，市容
市貌焕然一新。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城区的卫生
标准，为市民创造更加整洁宜居的城市环
境。”大安市环境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保洁
大队大队长李玉兰说。

大安市将持续开展市容环境综合
治理活动，着力改善市容市貌，不断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市民
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张赫）为深化基
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全面提升社区工作者治理能
力和服务水平，近日，白城经济开
发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
赛在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后圆满
收官。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名
选手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入围市
级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

大赛自启动以来，经开区各
街道、社区积极响应，来自经开区
保平街道、幸福街道的29名参赛
选手在激烈角逐中展现了扎实的
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赛事设置

“全体赛+个人赛”双环节，全体
赛通过试卷答题全面考察基础知
识，个人赛则聚焦案例分析、方案
讲解及社区实务情景问题，多维
度检验选手的临场应变、问题解
决及综合服务能力。这种“理
论+实践”的考核模式，既强化了
社区工作者对政策法规、业务流
程的掌握，又提升了其应对复杂
问题的实战水平，实现了“以赛强
基”的目标。

社区工作者作为基层治理的
“神经末梢”和“服务先锋”，其能
力素质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政策
的落地效果。本次大赛通过“以
赛代训”机制，将竞赛过程转化为
学习提升的过程，推动社区工作
者在比拼中查漏补缺、在交流中

互鉴经验。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通过参与大赛，不仅加深了
对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理解，还激发了创新思维，为
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

此次大赛不仅是社区工作者能力的“大检阅”，更是基
层治理创新的“助推器”。经开区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建”机
制，将竞赛成果转化为常态化能力提升行动，推动基层治理
从“经验型”向“专业化”转变，持续锻造“想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的治理中坚力量，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服
务群众的“最美零距离”，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大安：

开展春季卫生清理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赫）为提高辣椒种植水平，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大安市农技推广中
心举办辣椒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农作物科学安全
用药培训班，各乡镇农技人员和辣椒种植户参加
学习。

此次培训，大安市农技推广中心聘请相关农
技专家，结合气候特点和土壤条件，从辣椒栽培
技术和农作物用药两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辣椒育苗技术、施肥与灌溉、病虫害防治、科学合
法使用农药等方面知识。在讲解过程中，农技专
家还为农户们提供了解决栽培问题的小偏方，确
保辣椒等农作物丰产丰收。种植户们纷纷表示，
此次讲座内容丰富实用，针对性强，受益匪浅。

“以前种辣椒都是凭经验，今天听了专家
的讲解，学到了很多科学种植技术，也知道了
应该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对今年丰收前景更有
信心了。”大安市红岗子乡八家子村种植户杨
德东说。

大安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科负责人表示：“通
过专家授课，为农技人员、种植大户、育苗企业，
在庭院、大棚以及大田辣椒种植方面提供了技术
支撑，能够促进群众稳定增收，为我市辣椒产业
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大安市农技推广中心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
的农业技术培训，为农民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
技术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举办农技培训 助力丰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