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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城市美了，乡村亮了，就
业机会更多了， 住房条件更好了……过去的5
年，洮北区在“三农”和民生事项的投入资金达
67.6亿元，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87%，一批
批惠及城乡的利民实事让洮北百姓看得见、摸
得着。简单的数字折射出洮北区的拳拳为民情
怀。一直以来，洮北区都以民生工作为重，把更
多精力放在利民之上，把更多财政用于惠民之
中。在刚刚落幕的洮北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洮北为全区人民又精心定制了

一份“新年大礼包”， 瞄准老百姓最关心的教
育、医疗、养老、住房、饮水安全等问题，开出了
一份沉甸甸的民生清单。

2017年， 洮北区将实施10个方面民生工
作。 一是鼓励支持大众创业，倡导以创业带动
就业，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水平，确保城镇新增
就业95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6万人。二
是规划建设城西、东胜、金祥3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改扩建东风、金祥2个中心幼儿园。 三是实
施洮北区“公共文化繁荣工程”，新建80个农村

文化广场，配发300件体育健身器材。 四是建
成大岭卫生院和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 五是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加快农村危房改
造，新建农村室内水冲厕所2077个，改造城市
棚户区35万平方米。 六是建设6个以上标准化
社区。 七是积极争取省计划指标，全面推进农
村公路建设，改造乡村公路500公里以上。 八
是加强洮儿河治理，开工建设护岸工程11处，
治理河岸险工5公里。 九是实施“井井通电”项
目，新建扩建升压站9个，改造电网线路1197

公里。 十是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在10个贫
困村建设提水消毒一体化自来水工程， 解决1
万名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这份沉甸甸的民生清单是一份暖心聚情
的民心清单，写满了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
盼， 也写满了洮北区对人民群众的殷殷真情。

“为创造全区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
斗”，这是洮北对全区人民的郑重承诺，更是洮
北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的征程即将
开启，面对未来，洮北信心满怀。 /孙红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展开白城市5年来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长卷，亮点频频，催人奋进。 5
年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围绕全市中心工
作，服务全市工作大局,为加快白城崛起振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思想引领、 舆论保障、
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 5
年来，我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理论武装夯实
发展之基，筑牢思想基础。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不断加强理论武装，突出抓好党委理论中
心组建设，落实全市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 着力打造了鹤乡大讲堂宣讲品牌，以
“我是白城宣讲员”为载体广泛开展对象化、分
众化、互动化的宣讲活动，基层理论宣讲队伍
从2012年的200余人发展到现在的1000余人，
已开展3000多场宣讲，受众20万人次。 通榆县
苏公坨村青年农民“四自”小组和“我是白城宣
讲员”两个基层理论宣讲典型案例，分别获得
2012年度和2015年度吉林省委宣传部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创新案例奖。

始终坚持党管媒体不动摇，始终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不偏离。5年来，我市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实力量、拓宽渠
道，新闻外宣凯歌高奏。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精心组织重大主题宣传， 巩固壮大主流舆

论，着力打造环境，营造氛围，引导舆论。 制定
了《白城市党委和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有关规
定》，进一步强化党管宣传、党管媒体。 建立了
腾讯网和新浪网“白城发布”微博，开通了“白
城发布”微信公众发布平台。尤其是今年，围绕
海绵城市建设和老城区综合提升改造、脱贫攻
坚、项目建设“三早”行动、“四城联创”和志愿
服务等工作任务，《白城日报》、 白城广播电视
台开辟专题专栏，脱贫攻坚工作在吉林电视台
《吉林新闻联播》 播出主题报道20余条，《吉林
日报·白城周刊》刊发专版3版。同时，我市加强
了网络舆论预防体系建设，加强重要节点和敏
感时段的网络舆情监控。 2012年以来，共向上
级网信部门报送网络舆情信息1200余条，编写
网络舆情周报共162期； 加大了网络信息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力度，管控和处置各类重大网络
舆情20余件。 2012年度、2014年度，我市被授
予全省网络舆情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一座城市，有了精神张力，才能彰显其发展
力；一座城市，有了文化支撑，才能形成其可持
续竞争力。 5年来，我市精神文化建设春风化雨
无声，文明花开更红。 我市不断加大文化体制改
革力度，制定了《关于白城市歌舞团和白城市地
方戏曲剧团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进一
步深化白城市电影公司改制的实施方案》 等方

案，开展了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电影发行放映单
位改革和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完成了市地
方戏曲剧团、市歌舞团、市电影公司、各县（市）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电影院）的转企改制工作，
撤销了各县（市、区）剧团，合并组建了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台和互联网信息中心，实
现了宣传文化系统的职能整合。 5年来，我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 争取到国家无
偿援建“七个一标准文化广场”23个，全市文化
大院、农家书屋、文化共享工程服务站点实现全
覆盖；加大文化产业发展力度，先后筹划22个文
化产业项目， 申报国家和省扶持文化产业项目
16个；创作《良子》《春捺钵》《皇天后土》等富有
地域特色和较高艺术水准的精品力作， 打造了
百集吉剧系列短剧《中华好成语》。 5年来，我市
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连续举办3届市民文化
艺术节和农民文化艺术节， 结合地域性特色打
造了第2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歌
舞鹤乡放飞梦想”群众文化系列活动，组织开展
了700多场系列活动。

一座城市，需要文明的力量来彰显活力。5
年来，我市狠抓文明创建，着力提升公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亮点纷呈，文明道德之风劲吹鹤乡大地、沁人
心脾。 全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
打造活动载体，深化和拓展“白城好人 引领风
尚”主题实践活动，开展“十评百佳”文化评选
活动，实施“明德知礼”和“俭以养德”两个工
程；开展“清洁城市 奉献爱心”志愿服务月活
动；办好“讲白城故事”、微电影征集展播等电
视节目，加大公益广告宣传,加强好人发布厅
建设； 深入持久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抓
好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传承，加强爱国主义基地
建设。 尤其是今年，我市创建“公益白城”微信
平台，启动“全民志愿·公益白城”志愿服务活
动。截至目前，共计3万余志愿者和党员领导干
部参与了每周五下午清洁城市志愿服务活动。
2012年以来，全市10个单位获全国文明单位，
7个村镇获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洮南永康
街道永电社区获全国“4个100”最美社区荣誉
称号；全市获评省级文明村镇35个，文明单位
105个，大安市被评为全省文明城市，镇赉县、
洮南市被评为全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
市。 我市还开展了“白城好人”评选和“吉林好
人”推荐工作，评出白城好人255人，吉林好人
96人，“中国好人榜”上榜4人。通榆县樊桂英老
人荣膺吉林省唯一一名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我市414名志愿者和87个志愿服务
组织被评为全省优秀。 /记者 张赫 报道

凝聚精神力量 奏响时代强音
———白城市 5 年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瞄准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实事

洮北区开出新一年“民生清单”

城市晚报白城讯 为全面落实残疾人“两
项补贴”政策，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保
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助力脱贫攻坚，大安
市残联主动与民政部门沟通，积极开展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报、
审核和发放工作，实现了“两项补贴”全覆盖。

注重宣传， 营造氛围。 大安市残联对 18
个乡镇、5 个街道办事处的民政助理和残疾人

专职委员进行系统培训，明确残疾人“两项补
贴”申报界限，讲明申报注意事项。他们在各社
区和村张贴公告，使残疾人及其家属知晓“两
项补贴”申领程序、办法和补贴标准。

注重核查，力求精准。 大安市残联依据残
联办证系统数据、民政低保系统和人社享受工
伤保险名单， 将残疾人信息进行核查比对，初
步确认“两项补贴”对象名册。 各乡镇、街道办

事处残联理事长和残疾人专职委员按名册收
集残疾人“两项补贴”所需资料和申请表，并进
行初审。 基层材料上交后，他们在 4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核并顺利转入民政部门审批。在审核
过程中，对残疾类别、残疾等级、监护人和享受
补贴类型等项目逐一进行审核，对审核中发现
的问题，第一时间通知基层残联或残疾人家庭
予以更正， 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及时驳回，确

保补贴发放准确无误。
注重筹措，全面受益。 在大安市政府的重

视和支持下，民政、财政部门多次沟通协调，决
定将“两项补贴”全部落实到位。 截至目前，发
放单项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4368 人，发放
金额为 419.04万元； 发放单项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 3768人，发放补贴资金 355.856 万元；

“两项补贴”共同发放的 2430人。 /王锐 报道

落实残疾人政策助力脱贫攻坚

大安残疾人“两项补贴”实现全覆盖

城市晚报白城讯 投资 909 万元的霍林河通榆县城市防洪
堤除险加固工程，经省水利厅批准建设，工程于 11 月 2 日开工，
目前土方工程已基本完工， 全部工程计划于明年 7 月份正式完
工。 工程建成后， 可以保障通榆县城区及开通镇 10.98 万人及
5.49万亩耕地免受洪水威胁，还可增加 1.1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
地，给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图为测量人员在实地测量。

/徐焱 记者 张殿文 摄

霍林河通榆县城市防洪堤除险加固工程开工
10.98万人及5.49万亩耕地
免受洪水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