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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白城讯 白驹过隙，弹指一
挥间。蓦然回首，作为中共白城市委机关
报的《白城日报》自1964年1月14日创刊
之日起，浓墨重彩书峥嵘、光影熠熠绘壮
美，创新创业谋新局，走过了不息为本、日
新为道的整整一个甲子。

我为白城日报社的时代辉煌而喝
彩！我为自己是白报人中的一分子而感
到自豪与骄傲！

作为有着50多年军地新闻从业史的
一位老同志，我深感在“白报”工作期间的
26年是自己最为忙碌、最为充实、最为绚
丽和最值得留恋的一段人生经历。那是
1987年，带着通榆县广播电台台长的头
衔、顶着吉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荣誉光
环，以三十刚出头的韶年，被上级组织选
调到白城第一大报工作。期间，踔厉奋发
纸上写春秋，千般努力笔下生波澜，最终
使自己成为一位集新闻实践、新闻研究和
新闻教育于一身的资深报人，先后担任了
总编办、要闻部、专刊部、记者部、广告部
主任，2001年晋升为正教授级高级记者。
书写了一生执笔写新闻的历史，也使自己

赢得了新闻实践贡献突出、术业有专攻的
成功业者美誉。据不完全统计，我职业生
涯有42篇新闻作品获省和国家以及部队
新闻作品奖，有19件作品获省和国家级以
及部队新闻编辑奖。新闻专业理论研究
成果丰硕，成为一位业内学术创新型专家
学者。曾创办并主编业务刊物——《白城
日报通讯》，有10多篇学术论文获省和国
家级奖励，还先后出版了《当代新闻写作
教程》《新闻学讲义》等两部新闻专著。培
养新闻人才颇有建树，成为授业解惑的诲
人师者。作为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特聘
教授，从2007年起先后为中文系本科生讲
授《新闻学概论》《新闻写作》两门课程，还
先后为40多个军地大单位开展新闻讲学
活动，培训媒体记者和通讯员近4000人
次。作为白城新闻奖、吉林新闻奖和中国
地市报好新闻奖评委，事迹分别被收编到
《中国当代新闻库》和《中华人物大辞典》
中。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
其源。回顾过往，感悟最深的是，如果没
有白城日报社领导多年来的悉心培养和

信任教诲，没有“白报”大家庭的温馨支持
和关爱，没有《白城日报》这棵参天大树的
滋养与庇荫，自己不可能有如此多的成功
和进步！曾记得，乔装暗访长途客车抢劫
案时，是报社领导精心为我筹借了一件劳
动服式棉大衣做掩护，采访饭店短斤少两
时总是不忘安排记者实地品尝那里的一
二道菜肴，对新选调而来的入职同志千方
百计帮助其解决爱人工作和子女入学等
急难愁盼问题……这些，都极大地凝聚了
人心力量。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感谢新
闻，不感恩报社，不感慨党的新闻事业让
我们留存了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纪念创刊60周年，大力铺陈岁月、总结
经验、点赞成就，其最高指向就是面向未
来、再接再厉、重整行装再出发。时下，草
木蔓发，春山可望。坚信在报社党委坚强
领导下、在报社新老同仁团结务实的努力
下，《白城日报》传统主流媒体的风范一定
逆势彰显，其旗下方兴未艾的融媒体也将
风光八面，白城日报社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我们衷心祝愿并热切期待着！
张炳清

以不息为本 以日新为道

临时岗“小钱儿”
解决我家“大难题”

城市晚报白城讯 利用光伏收益开发临
时性公益岗项目，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提升困难群体的惠民政策。通榆
县乡村振兴局提出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村
容村貌提升为载体，开发就业岗位，让困难
群众足不出户享受到党的惠民政策。

“我看病出院快两年了，没有村委会安
排我干活儿挣钱，我早变成低保户了。今
年，临时岗开了三千多呀……”李洪友微笑
着向我们讲述了他家里的变故。

老李两口子是通榆县苏公坨乡聚宝山
村农民。今年63岁，祖辈上就靠土里刨食
儿，除了种地没干过啥活儿。论种地，没服
过谁，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22年1
月，老李脑内微血管破裂引起脑出血，治病
出院后生活窘迫。重活儿干不了，地也不能
象以前那样侍弄了，收入没有了，老李整天
挨声叹气，责怪自己。老伴儿开导他，我们
可以养点羊，地不行就托管，能得多少算多
少，你别上火，恢复好了照样能行。

“咱们村困难户中谁能把环境卫生监督
员工作干好，人手不够时还能带头干的，大
家都提议李洪友干，就这么定了。”聚宝山村
党支部书记韩喜才说。用光伏收益钱开发
就业岗位，富了老百姓、美了聚宝山，政策暖
人心……

日前，为214户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发
放工资45万元，户均增收2500元，有效地解
决脱贫户和监测户中低收入群体的增收难
题。 陈宝林 刘振生

城市晚报白城讯 通榆县抢抓冰雪季
热潮充分展示独具特色的文化之美、民俗
之美、运动之美，涌现出一系列“冰雪+”新
产品、新场景，冰雪文旅融合形成共赢生
态，丰富了人们冰雪消费的体验，也全面
激活了通榆小城冰雪资源的动能。

冰雪+文化，感受墨宝冰雪神奇

在通榆县墨宝园梦幻冰雪乐园大门
打开的一瞬间，满眼玉树琼花，一个纯白
的冰雪世界立刻展现眼前，雪人憨态可
掬、冰川磅礴大气，句句诗词从树上倾泻
而下，一步一诗，古韵悠长的墨宝园变身
为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丰富多彩的冰雪
活动，吸引游客驻足观看、踊跃参与，一场
妙趣横生的冰雪之约，由此开始。

“今年我们更加注重品质、品味和传
统文化的提升，墨宝园冰嬉冰雪嘉年华活
动是由国内多位文化专家、艺术专家共同
打造的，为游客贡献的龙年冰雪艺术大
餐。”墨宝园董事长陆连国介绍说。

墨宝园梦幻冰雪乐园因地制宜打造
了雪地足球、雪道滑梯、冰车等大家熟知
的传统冰雪项目，同时还独具匠心的增加
了多项新奇体验，冰川瀑布、星空露营、雪
洞火锅、围炉煮雪等独特体验的冰雪项
目，游客可以将梦幻般冰川冰瀑与代表中
国传统文化的诗意打包装入镜头，完成冰
雪景色与传统文化的穿梭之旅。而且，在

这里，还可以吃到热乎乎的国内著名品牌
的火锅。

经过数月的精心打造，如今，通榆域
内的向海游雪乐园、嘉禧冰雪乐园、墨宝
园梦幻冰雪乐园已全部开门营业。

冰雪+民俗，体验渔猎民俗风情

冰雪茫茫，风光无限。通榆县向海蒙
古族乡呈现一片温暖祥和的景象，一排排
烟囱“吐着”炊烟，古朴的民居披裹银装，
身穿羊皮袄、腰系绑带的“鱼把头”高声诵
祭湖词、醒网词，在渔工高亢的号子声中，
几百米长的大网从冰窟中渐渐拉出，这是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向海蒙古族人原始的
渔猎方式。冰下的鱼和网尽收眼底，数不
清的胖头鱼、鲢鱼、鲤鱼……源源不断地
从湖中被拉出来，在冰面上翻滚跳跃，银
鳞耀日、鱼腾冰湖，冰天雪地顿时沸腾起
来，游人一边欢呼一边纷纷拍照留念，生
怕错过这难得一见的壮观场面。

这是向海冬捕的第一天。据了解，冬
捕当天，众多知名企业参与到招财纳福—

“财运头鱼”竞拍活动，新年冬捕“第一网”
中，最大的“头鱼”是一条重达48斤的花鲢
鱼。经过激烈的竞拍，“头鱼”最后以
88.88万元的价格被拍下。

“我在南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被这里的冰雪景色和传统渔猎文化震撼
到了，太壮观了。还品尝到了出水就用大

铁锅炖的鲜鱼，出锅还烫嘴的手工大馒
头、粘豆包，太美味了，让我非常难忘的一
次冰雪之旅”冬捕现场的游客说。

冰雪+运动，养成流行生活方式

在嘉禧乐园的冰雪比赛场地，彩旗飞
扬、锣鼓喧天，5所小学校的近500名同学
欢聚于此。呐喊声、加油声、欢笑声不绝
于耳。拉雪圈、滑冰车、雪地足球、冰上龙
舟、雪上拔河……同时火热开赛。

拉雪圈比赛中，两个队员为一组，一
个稳坐雪圈，一个用力拉拽，终点互换角
色，最先返回起点的选手为获胜者。冰上
龙舟比赛场面更是热闹非凡，随着发令员
的一声令下，各组龙舟犹如离弦之剑迅速
滑向终点，坐在船头的鼓手不断有节奏地

“摇旗呐喊”，队员们钎落冰起，龙舟如泥
鳅一般蜿蜒前行。

“现在不用出远门了，在家门口就能
带孩子玩冰嬉雪，南方的亲朋好友来，在
通榆境内就能带他们感受冰雪的乐趣，有
地方可去，有项目可玩，还能吃到地道的
东北杀猪菜，非常不错”，刘女士说到。

2023—2024年冰雪季，通榆县大力
推进冰雪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通榆
特色冰雪产业体系，深入挖掘全县冰雪旅
游潜能，精心培育龙头活动品牌，全县预
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预
计达到12亿元。 通榆宣

通榆：冰雪旅游，好戏连连！ 三代英烈的平民将军之家
——寻访辽吉功臣马仁兴后人

城市晚报白城讯 近日，白城市委党史
研究室成立了“寻访革命后代，传承红色基
因”采访团，对域外部分革命后代开展一次
集中寻访活动。寻访团第一站确定为寻访
居住在河北省邢台市的辽吉功臣马仁兴后
人。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挖掘白城红色资源，
丰富辽吉省委史料，弘扬辽吉革命精神。

马仁兴是白城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后张范
村。1926年毕业于开封军官学校，同年投奔
冯玉祥部，后升任上校参谋处长、少将参谋
长、十四旅骑兵团长等职。1938年10月秘密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0月，任东北保安
第一旅旅长，转战于辽吉各地，后任东北民
主联军西满纵队独立一师师长。1946年6月
23日，率部参加四平攻坚战时，身中流弹，不
幸牺牲，时年43岁。中共辽吉省委追认他为
"辽吉功臣"。1948年4月，中共辽吉省委、辽
北省政府、辽吉军区为纪念马仁兴烈士，决
定修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育场——仁兴
体育场，现已改建为“仁兴市场”。

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带队的
辽吉革命后代寻访团，在马仁兴的孙子马
兆贤家中，见到了马仁兴的儿媳和烈士的
三个孙子。对寻访团一行的到来，兄弟三
人给予了热情接待。寻访团诚挚表达了对
辽吉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关切询问了他
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表达了对革命
后代的关心和问候。寻访团与兄弟三人进
行了亲切交流，倾听了他们口述马仁兴和
马师长儿子马乘风的革命事迹，共同追忆
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当听到烈士后代讲述马家五代军旅，
保家卫国，三代英烈，血染战场，全家二十
多口人为了革命辗转多地，马仁兴至死都
不敢和家人联系，大家都感动得流下了崇
敬的泪水。烈士的三个孙子都过着普通人
的生活，为人正派低调、淳厚谦和，从不以
烈士后代自居，从不给政府添一点麻烦，让
大家见到了一位平民将军后人的崇高境界
和质朴情怀。

访谈过后，兄弟三人还带领寻访团一行
来到50公里外的马仁兴出生地平乡县后张
范村缅怀英雄，共同在马仁兴将军墓前向英
雄致敬。临行前，寻访团诚挚邀请烈士后代
到白城做客，并表达了今后会继续深入开展
向辽吉功臣马仁兴学习活动，继续宣传好革
命英雄事迹，让烈士的革命精神在白城代代
传承。 城党史

通榆县石油
公司职工王文涛
拿出家中多年的
积蓄，在开通镇
胡家店村办起乡
村民俗博物馆，
乡村民俗博物馆
现已初具规模，
上千件留住乡愁
的 生 产 生 活 实
物，集中展现了
通榆独特的民俗
风情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图为日
前，王文涛正在
给群众讲解。
陈宝林 郭洪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