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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随着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
洮南市市场中的电风扇销量也大幅增加。 为了确保
洮南市民都能买到质量可靠的放心产品， 洮南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商场、超市、专卖店
等经销场所开展电风扇等迎季小家电质量安全集中
检查。

在检查活动中，该局通过查询进货渠道、查看商
品标签标识、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及现场索证索
票，指导督促业主以质量取信于民、依法依规经营，
坚决防止无商品名称、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
产品合格证、 无使用说明书等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
电风扇销售给群众。 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商户销售
的电风扇没有合格证、没有使用说明书等问题，执法
人员当即责令其停止销售并提供进货相关资质票
据，对不合格的电风扇原地封存，限期落实整改，同
时批评教育业主把好进货关，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确保消费者安全、可靠、放心地使用电风扇，度过炎
热的盛夏。

（记者 张风 / 报道 ）

城市晚报白
城讯 今年 64 岁
的何平女士目前
生活在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甘南
县农村， 她一生
都很平凡， 像许
多平凡的女人一
样， 对养父母孝
顺、 与丈夫相敬
如宾、 含辛茹苦
拉扯儿女长大成
人， 一家人的生
活平淡而幸福 。
然而， 何平的心
中却始终有着一
个“结”，这要从
她 的 身 世 说 起
……近日， 何平
委托儿子门福友拨打了本报的热线电话，希望通过本
报帮助寻找她在白城的亲人。

前在上海工作的门福友通过电话向记者讲述了
他母亲何平的身世。 根据他的讲述，记者整理出大概
的情况是这样的：1952 年农历五月初五， 何平出生在
位于白城市西南方向的一个村子里，父亲姓潘，她是
潘家的第三个女儿。 她的亲生父亲是一位木工，当时
在白城市的一家木工厂工作，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估
计也有重男轻女的因素，于是在何平出生之后，父母
就决定将她送人。何平的父亲通过木工厂一位名叫吴
大海的工友介绍，将何平送给了同在木工厂工作的来
自齐齐哈尔的工友何永清。 随后，何永清就带着何平
回到了齐齐哈尔的老家生活。

养父母待何平视如己出，在何平被收养之后的很
多年里，她的养父母与亲生父母还保持着联系，而且
养父母也没有对何平隐瞒过她的身世问题，因此何平
还知道在自己被收养之后，她的亲生父母终于如愿以
偿生了一个男孩儿。 在何平的印象中，亲生父母家里
至少有她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然而，随着养父母
带着何平搬到齐齐哈尔市所辖的查哈阳农场生活，养
父母与亲生父母两家之间的联系也就此中断了，在那
个通讯十分不便的年代里，何平再也没有亲生父母的
任何消息了。

后来何平自己也成了家，为人妻、为人母，每日为
了生活奔波忙碌，但是她对于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的
思念却从未减少分毫。 因为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实
在没有时间、精力回到白城来寻亲，更重要的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寻找亲人的线索也越来越少，找到亲人
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如今，何平的养父母已经不在
人世了，而她的子女也都成家立业了，生活条件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寻亲的线索却少得可怜。 对于
这次寻亲，何平表示，自己也不敢奢望亲生父母还能
健在，但是她觉得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年纪大约在
60 岁至 70 岁之间，还很有希望找到，所以她现在最大
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找到亲人。

记者在此代表何平女士向广大读者呼吁，如果有
任何与何平女士寻亲有关的线索，请立即与本报取得
联系，争取早日圆何平女士的寻亲梦，让失散 64 年的
亲人能够相聚。 本报记者联系电话：13843668336
�����������������������������������������������（记者 张风 /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7 月 10 日， 由共青团白城市委
主办，白城供电公司、白城热电厂、白城移动公司、白
城联通公司、白城邮政公司、白城邮储银行、白城烟草
公司、吉林银行白城分行等八家企业团委协办的“‘相
约青春， 携手同行 ' 企业单身青年素质拓展训练营活
动”在白城市供电公司体育馆内举行。 来自上述几家
企业的近 60 位单身男女职工参加了活动。

活动开始后，首先进行的是拓展破冰项目。 青年
男女们通过分组集体讨论， 分别选出各自的队长，并
拟定了本队的队名、口号、队旗、队歌等，他们还开动
脑筋，精心设计了展示队伍风采的亮相方式。 在破冰
项目结束之后， 参加活动的年轻人们开始熟络起来，
初步建立了信任和默契。 随后各队还进行了“袋鼠跳
跳乐“、" 筷子夹球接力”、“车轮滚滚”、“运输接力游
戏”、“反向执行”等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游戏。充分体现
出了参与者们的沟通与协作能力， 展现出真诚乐观、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游戏结束之后，进入到 " 情投
意合 " 环节，有多对男女青年相互投出了心仪卡。 另
外，还有很多年轻人也通过这次活动建立起了深厚的
友谊。

这次活动成功地为青年们搭建了展现个人风采、
结交优秀朋友、拓展生活空间、憧憬美好生活的平台，
同时通过此次活动，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们全情投入
工作、热心服务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为和谐社
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记者 张风 / 报道 马彬 / 摄）

城市晚报白城讯时值盛夏，正是稻农们喷洒农药
杀虫除草的时节，而在镇赉县五棵树镇铁力村的稻田
里，摇曳的稻苗间可以看见鱼蟹在畅游，不时有小鱼
浮出水面吐着泡泡。

“稻鱼”共存是铁力村新的种养模式，也是镇赉县
水产局在铁力村开展的扶贫项目。“稻田里撒了鱼苗
后就不能再使用农药和除草剂，鱼吃掉稻田中的害虫
和杂草，又可利用鱼排泄粪肥，翻动泥土促进肥料分
解，为水稻生长创造良好条件 ，极大地提高了水稻和
水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水因鱼而肥，稻因水而香，两
者互利互补。 ”该县水产局局长杨宝辉如数家珍地介
绍着稻田综合种养的好处。 稻田综合种养实现了“一
水两用、一田多收、稳粮增效、粮渔双赢”。

“说起稻田养鱼，我们之前也听说过，但还是害怕
没做过再整赔了，大伙都不敢冒险去尝试。 " 铁力村村
民告诉笔者。 正是因为大部分村民的这种保守思想，
让这个比邻嫩江、以水田为主的铁力村至今仍是全县
82 个贫困村之一。 全村 365 户，其中 134 户是贫困户，
贫困人口 234 人。 扶贫,既要给真金白银,更要给思想
观念。 村民思想认识水平上去了, 引进的项目才能进
展顺利；有了好项目,村里才能找到脱贫的路子。 帮扶
部门认识到扶贫要先进行 " 思想扶贫 "， 从去年冬闲
至今， 该县水产局在铁力村先后开展了 5 期培训班，
累计培训 500 余人次。 技术人员就稻田养鱼的优点、
鱼苗的放养技术、田间管理应注意的问题、日常管理

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普及宣传。 为了让百姓看见好项目
带来的 " 真金白银”，2015 年水产局在铁力村做了试
点种养，试点百姓尝到了甜头，这也让原本有顾虑的
群众有了信心，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稻田综合种养
中。

据悉， 今年该县水产局免费为铁力村发放 66 万
尾鱼苗、300 公斤蟹苗。 目前已全部发放到户，覆盖该
村 107 户贫困户、180 人，占全村贫困户的 80%。 铁力
村稻田综合种养面积 109 公顷， 其中河蟹养殖 6 公
顷、稻田养鱼 103 公顷。 实施稻田综合种养后，水稻可
增产 7%， 预计养蟹稻田每公顷综合增收达 9000 元，
养鱼稻田每公顷综合增收 4500 元。

69 岁的孙守军是村里的特困户，因其早年得过脑
血栓，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年老体弱的老伴也只能做
做基本的家务，儿子孙士彬有智力残缺，家里唯一健
康的孙子在吉林大学读书，是一家人的希望。 为了经
营好自家的 1.6 公顷水田，孙守军便带着儿子下田，手
把手教他咋干。“今年稻田里撒了帮扶单位给我们送
的鱼苗，不仅省了农药化肥钱，秋天晒田前把鱼打上
来还能卖钱，真是双丰收啊！ 看他们去年搞的试验田，
到秋大点的鱼能长到半斤、小的也能有二三两，我这
些地怎么也能多生出个六七千块啊，我孙子来年学费
就差不多够了，我们家的日子也会像这稻田长势一样
越来越好。 ”孙守军坚定地说。

（李雪阳 /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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