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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日前， 白城市国资
办组织系统内的国有企业员工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通过领导带头解
读原文、发放学习卡、记笔记写心得、出

专栏等多种形式将员工的学习热情与本
职工作紧密结合，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通过学习，广大员工一致认为，党的

十九大为国资国企发展指明了方向，为
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做了顶层设计，大
家一定会立足岗位， 撸起袖子加油干，
不断增强我市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

抗风险能力， 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从而真正把我市国有企业做强、 做优、
做大。

/ 李鹤亮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年届七旬的张树森从
事关心下一代工作二十多年如一日，无怨无
悔地坚守与奉献， 深受广大青少年的爱戴。
他多次受到国务院、中宣部、司法部的表彰；
2017 年被吉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评为“2016年度全省道德模范楷模”。

上个世纪90年代初， 通榆县包拉温都蒙
古族乡关工委刚刚成立， 张树森就被任命为
副主任。那时，他是乡政府秘书。 2004年正式
退休后，他家附近发生了一起少年杀人案，震
惊全乡。此事让他陷入沉思，决定放弃退休后
从医的念头， 选择继续坚守在关工委这块神
圣的阵地。围绕这起青少年杀人案件，他深深
地感到家风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 他经过
反复编撰，历时两个多月，完成了13章、180句
的《青少年行为鉴言》，内容涵盖尊老爱幼、勤
劳致富、家庭和谐、严教子孙、睦和邻里、干净
守规等方面。此书以乡关工委名义印出后，乡
党委立即下发文件，号召全乡学习。 同时，县
委主要领导也作出批示在全县推广。 乡粮库

工人赵某与妻子闹离婚， 张树森把他们叫到
办公室用《鉴言》规劝他们，并讲清打闹离婚
对孩子成长危害极大。经过张树森耐心说服，
夫妻重归于好，现在家庭和美，三个孩子都大
学毕业，两口子还把《鉴言》复印给孩子们。该
乡富民村是新建的移民村，曾经酗酒成风，打
架成群，村党支部把《鉴言》作为村规民约，狠
抓两年，风气明显好转，成为全乡文明村。

张树森以文化人， 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另一项工程就是建设“报吧”。 当时他看到
一些青少年无所事事，经常进“网吧”打游戏，
钻“话吧”闲聊天，深感精神阵地建设的重要
性。 他想通过办“报吧”，把青少年从无聊的聊
天中、有害的网络游戏中拉回来，接受先进文
化的熏陶。他说服老伴，把自家年租金7000余
元的三间临街店面收回，又花了近3万元进行
修缮、 购置报刊图书和桌椅，2004年3月8日
“报吧”免费开放。“报吧”成立以来，每年约有
4000多人次前来学习。 十几年来，他组织开
展了读书会、故事会、演讲会、演唱会、有奖读

书问答、书画展示、劳模事迹报告、科技辅导、
法律讲座等活动，吸引大批青少年参加。“报
吧”现有图书2万余册，报刊70余种，牢固占领
了农村文化阵地。 全乡30多名曾是小网迷的
学生成为“报吧”的小书痴，当上了学校的“三
好学生”。 曾经对“报吧”不屑一顾的农民“何
铁疙瘩”也在儿子的影响下，走进“报吧”，学
习农科知识，成为种植无籽葡萄的能手。迷子
荒村青年农民安某某，喝酒论公斤，打架是家
常便饭。 2015年加入“四自”小组后，经常到
“报吧”学习，对农业机械化产生极大兴趣，在
关工委帮助下贷款买了一台大型拖拉机及播
种、中耕、收获等副机，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当
年获得大丰收；2016年又承包20土地多公
顷， 科学种植管理， 仅玉米就收获10多万公
斤，成为乡里的种粮状元。变化最大的还是回
头浪子梁某某，他因盗窃被判入狱，2009年出
狱后灰心丧气。 张树森及时把他吸收到“四
自”小组，领他到“报吧”学习法律知识。 后来
梁某某以致富青年为榜样，自己开办了商店。

生活好了，思想也进步了，他主动提出了入党
申请，被列入党积极分子。

围绕党史国史主题教育活动， 张树森编
写了全县唯一一部《乡志》，深入青少年中进
行宣讲。 2016年，为纪念建党 95周年、红军
长征胜利 80 周年， 张树森举办 13 次讲座，
370人次参加学习。近年来，他组织“五老”人
员利用“报吧”，制做 20 块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少年的寄语，购买 100 多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读本， 还有 30 多幅习近平重大活
动照片。 他还发挥“五老”中文艺骨干的作
用，组建五老演出团，为青少年演出自编的歌
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民族英雄和先进人物的
文艺节目。 市级“非遗”蒙古族民歌传承人韩
都冷、 被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歌唱家称号的

“草原百灵鸟”郭宏杰，成了“五老”演出团骨
干，随叫随到，无私奉献。

二十五年来，张树森始终不忘初心，不改
初衷，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中默默耕耘、无私奉
献。 /关工委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初冬时节， 冷风萧
瑟，寒意凛凛。 但洮南市东升乡福民村的文
化小剧场里却暖意融融，充满欢声笑语。 11
月 14 日， 这里举行了今年以来第 5 场脱贫
攻坚群众主题活动———脱贫攻坚通报会暨
扶贫政策有奖问答活动。

乡村干部现场通报扶贫工作情况、讲解
教育医疗政策、 解读扶贫工作群众疑惑点，
党员群众畅谈脱贫攻坚体会、共商全村脱贫
发展大计……扶贫政策有奖问答把整场活
动推向了高潮。 今年 62 岁的朱文福举着毛
巾、牙膏、香皂和洗衣粉，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么大岁数，头一回参加有奖问答，这活动

太好了，今天大伙抢着答题，就这么一乐呵，
全都记住了，感谢党的这些个好政策……”

据了解，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市委
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
作宗旨，在扶贫部门有力指导和乡村干部的
密切配合下，坚持把落实扶贫任务与丰富群
众生活有机融合，大力开发党群服务中心服
务群众功能，谋划设计了多场群众喜闻乐见
的主题活动，让大家在享受扶贫“甜头儿”的
同时，关注扶贫、参与扶贫、满意扶贫，真正
把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他们依托村健康诊疗中心，开展健康义
诊活动。邀请省人民医院专家到福民村开展

送医送药活动，为疑难疾患提供就医信息和
康复方案。 协调洮南市医院、东升乡卫生院
等医疗机构，定期到村解读医疗政策、讲解
卫生常识、开展常规体检，方便群众寻医问
药。

依托村多功能活动室， 举办法律讲座。
邀请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为村民解读涉农
法律知识，现场为村民答疑解惑，增强群众
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并建立了免费咨询长
效服务机制。

依托村书画活动展室， 开设书画讲堂。
邀请白城市老年大学书画老师为村里干部
群众和学生进行书法和国画知识培训，增强

乡村文化氛围。
依托村文化活动广场，组织群众联欢。

联合市委组织部、 市委老干部局和东升乡
农民艺术协会， 送戏到村， 同群众共度节
日，把扶贫政策的宣讲融入到歌舞、器乐、
二人转等精彩节目中， 传递党和国家的真
切关怀。

依托村史荣誉室，开展感恩教育。 组织
开展“念党恩，回望扶贫路”主题参观活动，
通过民俗场景、老旧物件、新旧村容村貌对
比图片展示，以及村干部讲扶贫、老党员讲
村史等形式，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记者 李彤君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年来，洮南市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强化公
共服务管理功能，加大公园建设力度，既为市民营造出良好的休
闲游憩活动场所， 又提高了城市品位， 增强了招商引资的吸引
力。

做好绿化亮化工作。 及时清除死树、枯枝，通过实施公园绿
地建设、园林景观提升改造等工程，使园林绿化提质增量，并始
终保持公园绿地的完整和植物造型的美观。同时，针对傍晚出行
市民较多的实际情况， 在锦湖公园添置景观灯、 探照灯 90 余
盏，进一步美化、亮化了公园环境。

清理各类广告和垃圾。全面清除公园内公共设施、墙体上的
小广告，并对公园范围内绿化带的环境卫生进行集中整治，消除
卫生死角，确保干净整洁。

加强维护与管理。及时更换破损、陈旧设施，确保垃圾箱、标
示牌等公共设施完好无缺。对公园内绿植及时进行补种。在公园
显著位置设置宣传展板，倡导市民“爱绿护林，共建文明城市”。

加大隐患排查力度。 针对公园线路、管网可能出现老化、破
损等情况，加大了对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的检查力度。在游客集
中的晚饭后、节假日等时间段，加大对水边护栏、护坡等危险区
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力度，督促游人远离危险、文明游园，受到市
民好评。 /洮宣 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前不久，镇
赉县博艺柳编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将贫困村民编织的外商定做的又
一批篱笆墙、花篮柳编等工艺品装
车运往天津港出口到德国。让贫困
村民欣慰的是，通过自己巧手编织
的工艺品不仅出口到了国外，还让
自己有了收入。

博艺柳编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王文萍对笔者说：“你们
现在看到的是给德国编织的花篮，
这是这个月我们发往国外的第三
批货了。 截至目前，今年订单达到
了200多万美元。 按照县委、 县政
府的精准扶贫号召，我们博艺工艺
制品有限公司目前扶持300户600
多人编织出口产品，每人每月收入
1500多元。 ”

在博艺柳编工艺制品有限公
司包装车间，笔者看到，工人和技

术人员正忙着把编好的柳条工艺
品包装、贴签，准备装运出口到德
国。 这次出口的篱笆墙、花篮等柳
制工艺品，基本都是由当地贫困村
民精心编织加工出来的。

在脱贫攻坚中起到龙头带动
作用，为贫困户脱贫带好头，提供
好技术支持，让每一户贫困户都能
成为企业技术骨干———博艺柳编
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是这样承诺的，
更是这样践诺的。他们为贫困村民
办起了“炕头柳编”加工厂，编织网
点300户，生产车间6个。 公司免费
向贫困村民传授技术，免费提供原
材料，现金回收产品，让他们在学
到技术的同时， 为家庭增加了收
入，达到了“培训一人、就业一人、
富裕一户”的帮扶目标。

“我是柳编厂的技术骨干，在
这干20多年了，我们的产品能出口

到国外去，我觉得很高兴。 我会编
织的产品还挺多的， 技术也可以，
很多东西看着照片就能编上，一个
月能挣3000多元。 ” 工人徐亚杰
说。

镇赉博艺柳编产品现已远销
到美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
兰、 德国及香港等16个国家和地
区。

寒冬里，小柳条变成出口创汇
的“金条”。 不起眼的柳条，经过工
人的巧手， 变成了精美的工艺品。
如今，柳编产业在当地被形象地称
为“最大的车间是农村、最多的工
人是农民”，一头连着国际市场、一
头连着千家万户，成为当地重要的
“富民产业”，形成了“车间+炕头+
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农户
分散加工和企业规模生产的有效
对接。 /王志华 石放放 报道

白城市国资办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扶贫”扶到群众心坎上
———白城市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群众主题活动侧记

二十五年的坚守与奉献
———记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张树森

洮南让公园
美起来亮起来

镇赉：
贫困户“炕头编织”创汇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