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2018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一
编辑：侯岩 |美编：王丹妮 |责校：吴琼综合

一是预警及时到位。 24 日上午，市防
指召开防汛研判会商会议， 市水利局、气
象局、水文局、防办参加会商，及时组织分
析“安比”台风影响下此次强降雨对我市
的影响， 科学研判强降雨产生的汛情，并
及时发出预警，要求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
落实好各项应对防范措施，确保防汛指挥
决策科学有序有效。

二是组织领导到位。 24 日下午，市防
指召开全市防汛工作紧急调度视频会议，
传达落实省、 市领导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对此次强降雨进行安排部署。 24日夜

晚，市防指主要领导现场办公，亲自指挥
调度，市水利局和各县（市、区）主要领导
靠前指挥， 各级各部门领导在岗坚守，有
条不紊应对强降雨。

三是协调配合到位。 强降雨期间，
市防办多次与气象局、 水文局进行会
商，并与国家工作组、省防办、兴安盟防
办进行电话联系， 及时会商和传递汛
情。 市防指主要领导实时追踪协调，多
次冒雨往返防办、气象局、水文局了解
情况、查看汛情，并协调白城军分区紧
急调动 525 名战士、3 台冲锋舟、4 艘橡

皮艇彻夜待命， 随时准备进入现场救
灾。

四是重点防御到位。 市防办工作组、
洮南防办分别进驻群昌水库，并采取提前
预泄、 腾空库容等措施保证群昌水库安
全。 根据入流情况，到 25 日 5 时，调整泄
洪量达到 50 立方米每秒。 洮北区防指派
工作人员驻守平安镇、平台镇，查干浩特
旅游开发区领导驻守岭下镇，密切关注雨
情、水情变化情况。

五是值班值守到位。 为应对强降雨，
市防办全体人员到岗到位， 加强值守，各

负其责，严阵以待，及时上传下达汛情，进
行科学调度。 全市各地、各级、各有关部门
都全力以赴加强值守巡查，随时准备处置
险情，全面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全力确
保安全度汛。

据了解， 此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洮南、
镇赉、洮北 3个县（市、区）。降雨量最大点是
洮南市黑顶村，降雨量为 141.2毫米。 全市
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的雨量监测点有 13
个，超过 50毫米的监测点有 60个。 根据目
前掌握的情况，全市没有人员伤亡和房屋倒
塌报告。 /马明印报道

城市晚报白城讯 “看着南岗子村一
天比一天更加整洁，更加美丽，更加富裕，
更加和谐，美丽南岗子正在乡党委的领导
下，在我与南岗子村‘两委’成员的带领下
逐步实现，这就是对第一书记这个称谓的
最好诠释吧。 ”

今年年初，省政府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信息处主任科员撒宗朋被省政府办公厅
派驻到大安市红岗子乡南岗子村。

万事开头难，驻村之初，没有基层工
作经验的他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如何
尽快融入这个新集体， 让自己从一个
“外人”变成乡亲们认可的“亲人”成为
了首要问题。 撒宗朋坚持与村“两委”成
员“打成一片”，和大家保持良好的协作
关系，这让他在村里开展工作有了“抓
手”。

“由于扶贫工作的需要，其实第一书
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与人沟通的工
作， 我每天大量时间都在往返于各户村
民家中， 日子久了与南岗子村已经结下
了不解之缘， 让村民脱贫已经不仅仅是
完成组织交给我的政治任务， 更是我对
父老乡亲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撒宗朋
饱含深情。

自从他来到南岗子村以后，多方协调
资金用于改善南岗子村基础设施和进行
产业项目发展，包括围墙、大门、道路、绿
化、排水、路灯和文化广场以及水田改造、
温室大棚和养殖小区，经过不到半年的努
力，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蒸蒸日
上。 建档立卡贫困户由最初的 99 户 192
人减少到现在的 12户 23人。

同时，撒宗朋努力推进精准扶贫，大

力发展产业项目。 他说：“我为我们村的
代言。 黄菇娘对环境有温度、 光照、水
分、土壤和营养等重要要求，南岗子北纬
45 度东经 123 度， 与新疆处在一个纬
度， 日照时间较长， 利于黄菇娘果实成
长， 而且地处它拉红水库与月亮泡水库
中间，沙土地土质松软，便于黄菇娘根系
生长。 黄菇娘生长前期喜水，后期怕水，
而南岗子村通常 4-6 月份雨水较足 ，
7-9 月份雨水较少， 所以南岗子村生产
的黄菇娘口感佳，味道甜，个头大，闻名
周边。 ”

2017年,南岗子村全村种植大棚 130
栋，平均每栋 500 平方米，总面积 6.5 万
平方米； 大地种的二拱膜总面积 30 余万
平方米。可收获 40万公斤黄菇娘，销售额
达到 240余万元，盈利 60余万元。

今年，尝到甜头儿的村民增加种植面
积，近一步扩大产业规模，种植黄菇娘大
棚 200 余栋，加上大地种植和依托庭院经
济种植黄菇娘，种植面积近 50 万平方米，
预计可收获黄菇娘 50 万公斤以上， 销售
额将超过 360万元。

“下一步， 我们将建立自己的电商平
台， 目前我们村的黄菇娘主要由外地客商
收购并转运外销， 通过发展电商和打造品
牌，不仅可以获得品牌带来的额外附加值，
同时如果能够打通销售的终端环节就可以
把中间利润全部还给村。同时，引进加工企
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将黄菇娘做成饮
料、果干或者罐头，形成产业链，提升黄菇
娘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动本村村民务
工。 ”撒宗朋信心满满。

/李抑嫱报道

我市“五个到位”应对强降雨天气

三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黄菇娘铺就脱贫致富“黄金路”

城市晚报白城讯 走进大安市丰收镇新乐村党团活动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上的 3 面大红锦旗，别看这些锦旗很普通，但每一面锦
旗背后都隐藏着白城医高专驻村工作队的真情故事，温馨而感人。 这一面面用真情织成的红色锦旗和用辛勤勾勒出的黄色字体，是群众发自肺
腑的感谢。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进入汛期以来，我市降雨偏多，雨量较大 ，特别是 7 月 24 日至 25 日，大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雨 。 为全面做好此次强降
雨的应对防范工作，我市全面部署 ，强化措施 ，落实“五个到位”，为确保防汛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

（一）
2017 年 10 月 10 日， 白城医高专选

派的驻村第一书记葛振海带领驻村工作
队队员来到村民李秀芹家中，对治病归来
的李秀芹进行探望。 李秀芹是新乐村的二
星级贫困户， 五年前患上双侧股骨头坏
死，丧失了劳动能力，终日卧床。 全家的经

济来源主要靠丈夫外出打工，根本无条件
医治。

葛振海了解情况后， 立即向学校领
导汇报并与附属医院联系， 经过多方协
调， 省人民医院免费为其做了两期更换
股骨头手术，节省费用 16 万多元，解除

了困扰她多年的病痛和贫困根源。 如今
的李秀芹不仅扔掉了双拐操持家务，而
且还能干一些农活， 基本过上了正常人
的生活，使这个本已支离破碎的家庭，重
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李秀芹逢人就说：

“自从手术后， 我能够重新站起来了，首

先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还要感谢白城医
高专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没有白城医
高专帮我联系手术， 我这辈子都得瘫在
炕上了。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李秀琴将
印有“除病痛医术高超， 保健康医德高
尚”的锦旗送到了葛振海手中。

（二）

王彪是新乐村二星级贫困户，患有脑
血栓，妻子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疾病。 老两
口居住危房多年，连个院墙都没有。 王彪
家危房距离乡公路较近， 地势较低，房
屋破损严重。 冬天，冷风从墙壁的缝隙

吹进来；夏天，雨水从屋顶的破损处流
进来，经常将土炕淹没。 面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危房，面对整日愁眉苦脸的王彪
一家，葛振海向学校汇报了情况，学校
领导马上来到王彪家了解情况，解决问

题。 2017 年 9 月 25 日， 葛振海带领施
工队垫土 800 多立方，之后又进行了危
房改造，建了新房，王彪一家人脸上露
出了喜悦的笑容。

王彪将一面印有“帮助农户平整房

地，扶救贫户爱心无限”的锦旗送到第一
书记手中，一边激动地说：“葛书记，要不
是你的帮助， 我们家咋能变成这样啊，我
和老伴心里踏实了，感谢共产党，感谢医
高专啊！ ”

（三）

59 岁的苏清和是新乐村的二星级
贫困户，老伴先天腿部残疾，儿女都不
在身边， 家里的土地全靠苏清和自己
打点。 虽说是老庄稼把式，但赶上年景
不好， 很多时候都是“费力不讨好”。
2017 年，通过扶贫大棚项目，苏清和承
包了 10 栋大棚种植西瓜。 可到了收获
的季节才发现， 大安市场出现了西瓜

滞销的情况，而且价格偏低，一斤西瓜
大概只卖 4 毛钱左右， 这可愁坏了苏
清和一家人。 就在苏清和一家人一筹
莫展之际， 葛振海在入户走访中了解
到这一情况， 立即向学校领导反映了
此事。 校领导听后高度重视，经过会议
共同协商决定， 按当地市场最高价格
收购苏清和家的西瓜。 2017 年 6 月 15

日， 葛振海帮助苏清和一家以每斤
0.75 元的价格销售了 3 万余斤西瓜 ，
解决了苏清和一家的西瓜销路问题 。
苏清和手里握着卖西瓜的钱， 激动地
说：“正因为有你们， 今年的西瓜才能
卖上这么好的价钱， 我家才能过个好
年。 ”事后，苏清和将印有“党爱暖我
心，感恩一片情”的锦旗送到了学校。

一面面锦旗 ，一个个感动人心的
故事 。 这些锦旗不仅仅代表着贫困
户对白城医高专的感激 、 认可和肯
定 ， 更激励驻村工作队员们在第一
书记的带领下， 用一言一行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不忘初心 ，砥砺前
行。

/王枭 陈宝林 王场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