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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龙江·身边人
□宋玉环 张晓娟

本报记者 潘宏宇 白云峰

在巴彦县，有一支“干部清洁队”，
由县直机关和巴彦镇城区的 500 多名
机关干部组成。每天早晨，早起锻炼身
体的人们都会看到，“干部清洁队”的队
员们要么在清街路、要么在擦门市、要
么在净社区……

伴着春天的脚步，树叶绿了，残
雪消融后垃圾也显露出来。“越冬垃
圾就堆积在几条背街的路边，由于部
分居民图省事，垃圾出门就倒 ,加上街
路狭窄，运输垃圾的车辆都无法通
行，于是一冬天的垃圾堆满了街路两
侧，远远望去，就像两道连绵起伏的
山岭。”太平社区主任韩杰介绍说，这
些垃圾不及时处理，就会被大风吹得
满街道乱窜，整个城区的环境受到很
大影响。

这支“干部清洁队”决定用上班前 1
个多小时的时间搬走这两道山岭。7点
多战斗打响，队员们有的拿镐头刨，有
的用二齿子扒，有的用铁锹装车，有的
推车拉车……先后装走了 200 多辆手
推车，整整忙了 1 个多小时，清除了这
段 100余米长的垃圾带。

望着整洁的街道，住在这里 30 多
年的居民张大娘对记者说：“真得感谢
这些干部啊，要不然，夏天一到，我们就
得闻垃圾的臭味了。”

巴彦县的这支“干部清洁队”，已经
连续 10几年在每年春季都进行义务清
扫。韩杰告诉记者，上至县委书记、县
长，下至各委办局干部和社区的工作人
员，一大早就动手打扫卫生，擦拭护栏，
清理各个社区内的垃圾山。

住在中心社区的居民曲有良激动
地告诉记者：“这几天早上，这些干部清
扫了中心社区，还用沙石给我们铺垫了
道路。他们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
真是好样的。”

今春，“干部清洁队”清晨的市容整
治义务劳动共清扫整治了 18 个社区，
加上全县的消防车、洒水车、清洁车纷
纷出动，轮番清洗县城的主要街路，确
保了“路见本色”，巴彦县城也焕发了靓
丽的新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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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钱玺勇 本报记者 刘柏森

打开延寿县的卫星地图，位于延寿县城东北角的一块深绿色
非常醒目。延寿县林业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这一片深绿色便是
该县造林大户冯国君的家庭林场。而三十多年前，那里是一片
2000余亩的荒山秃岭。“冯国君的家庭林场值得一去，他的事儿也
值得一写。”这位干部向记者推荐。

由于事先已打了招呼，记者的车一到林场大门口，一位身着
迷彩服、高个的男子便迎了出来。陪同的林业干部告诉记者，这便
是冯国君。虽然已到耳顺之年，但冯国君面色红润，看上去非常年
轻，走起路来也非常敏捷。

这片是红松，这片是落叶松，这是水曲柳，这是楸树……冯国
君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他“绿色王国”里的各个树种。冯国君的
林场里最多的是红松和落叶松，栽种面积分别有500亩左右，其它
的杂木栽种面积则有380亩左右。林场处在一片丘陵地带，地势
高低起伏落差较大。在两座小山之间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天然泡
泽。冯国君告诉记者，如果盛夏来，会看到荷花，景色非常美。时
值初夏，虽然没有荷花看，但是在林间穿行，满目葱绿，空气清新，

仍会令人神清气爽。
在树脚下，只生长着贴地的草本绿植，不见长大的蒿草和低

矮杂木。不远处有机器的轰鸣声，寻声而去，只见一位女工正背着
割带机清除林间的蒿草和杂木。冯国君说，清除这些蒿草和杂木，
为了防火，也为了不让蒿草和杂木与树木争营养。沿着平坦的林
间路，可以到达林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在林场周边，都有栅栏把林
场和外界隔离开来。道路和栅栏都是冯国君特别建设的，为了林
木管护的方便。

冯国君1956年出生在延寿县延寿镇富强生产大队，1974年
初中毕业回家务农。1978年当上大队的民兵连长，1979年当上富
强大队二小队的生产队长。1984年，富强大队实行土地承包到
户，生产队到此消失。

在实行土地承包的前一年，生产大队向外发包村北的2000余
亩荒山。冯国君便筹资把荒山承包了下来。说起承包荒山，冯国
君说，他小时候山上的树还不少，但是后来被砍光了。光秃秃的山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而且没有植被的覆盖，极易暴发山洪。1982
年夏天的一场山洪便把县城环城公路都冲毁了，冯国君决定靠自
己的力量来治理这片荒山。不到三十岁的他正是年富力强的时

候，“想干事，不白活”的想法也是促使他承包荒山的原因。
森林植被破坏容易但恢复难。山上土层很浅，土壤贫瘠，而

且流失严重，栽下去的树难成活。冯国君把别处的好土运来，对小
树苗实行客土栽培，还要修路搭桥盖房子。

虽然难，但冯国君仍然坚持着绿化荒山的梦想。1985年5月
初，他被评为当年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植树造林的投入是巨大的，买树苗、雇人工、修道路、买管护
机械……简直是“无底洞”，短时又见不到效益。单靠山脚下所种
玉米的收入已难以为继。冯国君先后承包了砖厂、锅炉厂等村镇
小企业，也曾到县亚麻厂做过管理工作，把“以农养林”变成“以企
养林”。忙的时候，常常是企业和林场两头跑，而林场日常的管护
则交给了妻子李桂艳，全家人齐上阵。

在冯国君一家的坚持下，荒山变了模样，小树苗长成了参天
大树。三十多年来，他投入到荒山治理共计两三百万元。

现在，冯国君的林场已实现了“以林养林”：间伐下来的树木、
红松结的松塔和鱼塘产的鱼都能换钱了。林场已转入收益期。

“我这辈子到现在，没有债务，但也没有积攒下财富，有的只
有这片林子。”冯国君很欣慰。

冯国君的长子冯奎胜大学毕业后回到了父母身边，承担起管
护这片山林的责任。“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未来日子里就是辅助
大儿子管护好这片山林，让它发挥最大的生态效应造福更多的
人。”冯国君最后说。

造林三十载 两千亩荒山变苍翠
记延寿县造林大户冯国君

学生吹奏葫芦丝学生吹奏葫芦丝。。

合生乐器表演。

宾县五小学学生进行乐器演奏宾县五小学学生进行乐器演奏。。

宾县宾县乡村少年宫点燃乡村少年宫点燃多彩梦想多彩梦想
□刘鹏娜 本报记者 潘宏宇 刘柏森 少年宫，城市里多见，乡村中少有。然而，现在宾县的16个乡镇里，每个乡镇都设有少年宫。

唱歌、跳舞、绘画、抖空竹、打太极、做游戏、演奏乐器、读课外书……在这些少年宫里，农村孩子在上课

之余都可以免费做他们喜爱的活动，并有专门的老师做辅导。

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这些少年宫，丰富了这些农村孩子的生活，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崭露了他们的潜

能，也点燃了他们的多彩人生梦想。

辟建少年宫，为乡村未成年人提供
从事各种文体娱乐等活动场所和公益
服务，是政府推不掉的责任之一。

近年来，本着“对孩子负责，对国家未
来负责”的宗旨，宾县把乡村少年宫建设
作为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工程，成立
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的乡村少年宫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以统筹规划和协调指
导全县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

针对各乡村的实际，宾县依托各乡
镇中心小学，利用其富余的校舍来辟建
少年宫。为此，该县采取政府投资、乡村
学校自筹相结合的方式筹措少年宫建设
和运行资金。该县把少年宫建设资金列

入财政预算，给全县16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每年划拨专项拨款16万元。各学校积
极发动社会力量筹集少年宫建设资金。
财政资金和学校筹集的社会资金全部实
行专款专用，用来配套更新教学仪器、科
普读物，添置书画用品，购置音乐、体育
等必要的相关活动器材。

经过 3年来的建设，目前，宾县除
县城所在地宾州镇外的 16个乡镇都建
成了乡村少年宫。据统计，自 2012年
以来，县委县政府共投入乡村少年宫建
设资金 48万元，每所学校自筹资金也
都在 1万元以上，保障了乡村少年宫的
建设和运行费用。

乡村少年宫就设在身边

少年宫的建成，只是为开展各种活
动提供了一个场所。辅导老师的有无
和其素质的高低，才是决定乡村少年宫
能否为农村孩子提供公益服务及所提
供服务优与劣的关键。

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宾县做出了
许多有益的探索。该县有关部门首先动
员各个中心校积极发展现有教师加入辅
导员队伍，发挥自身特长，通过兼职、轮
岗等形式，在课余、周末、节假日安排到
不同的活动室进行辅导。一些有特长的
教师除在本校辅导外，还可到其他临近
乡村少年宫对口互换进行辅导，以取长

补短，实现一专多能和师资共享。
学校的教师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

且他们还要承担日常的教学工作，时间
和精力有限。把各具特长的社会人士
引入到少年宫的辅导活动中成了宾县
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为此，宾县鼓励
各乡村少年宫积极聘请校外思想政治
觉悟高、责任心强、有能力承担课外辅
导活动的文体骨干、先进人物、民间艺
人等担任志愿辅导员，同时吸纳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大学生志愿者作为师资
补充，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素质较高的
辅导员队伍。

辅导老师专职与志愿结合

丰富多样、行之有效的
活动载体是乡村学校少年宫
发展壮大的核心。宾县始终
把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牢
牢抓在手上，尊重孩子们的
愿望，创新思维，突出特色，
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
教育有效衔接，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人、塑造人。

一些乡村少年宫学校还
在不断的创新与实践中结合
各自实际开展了特色活动项
目，彰显了特色地域文化。
宾安镇少年宫，栩栩如生的
剪纸让孩子们学会了在传承
中懂得了创新；胜利镇少年
宫把抖空竹引入课堂，让孩
子们在快乐中磨炼意志；平
坊镇少年宫的太极拳受到了
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强身健
体的同时起到了修身养性的
效果；宾西镇少年宫的葫芦丝，引起了学
生们浓厚兴趣，演奏水准日益提高；经建
乡少年宫专门腾挪出一间教室用作舞蹈
练功房，让孩子们从小接受美的熏陶；糖
坊镇少年宫四处募集适宜青少年阅读的
各类书籍，为学生们提供丰富的营养大
餐……

满井镇、永和乡、宁远镇、新甸镇、摆
渡镇、居仁镇、民和乡、鸟河乡、三宝乡的
少年宫开设的象棋、围棋、硬笔书法、手
工制作、陶笛、水彩画、声乐等特色辅导
班也绘就了课外道道靓丽的风景。

免费开放的乡村少年宫的设立和运
行，受到了农村孩子非常热烈的欢迎，它
们就像一块块的磁石，把农村孩子吸引
过来在里面做他们喜欢做的游戏和创
作。据统计，这些乡村少年宫创建以来，
农村孩子的参与率达到 9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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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巴彦县委宣传部、县文联向兴隆镇得权小学赠送了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谦基”系列丛书《童谣卷》。

巴彦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童谣卷》征集推广活动作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品牌活动，将征集筛选的 150首优秀童谣
作品汇编成册。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童谣进课堂”活动在全
县各中小学校已全面铺开。 卢秀梅 张晓娟 李兴远摄

日前，巴彦
县文联和爱心企
业走进巴彦县特
殊教育学校开展

“爱有中国梦六
一慰问”联欢活
动，爱心人士还
为孩子们送来价
值近 3 万元的学
习和生活用品。

宋立国 王
晓东摄

林场有山有水风景宜人。

走在
自家林场
里 ，冯 国
君显得神
清气爽。

本报讯（王雪菲 姜元一）近日，木兰县召开“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活动启动会。县委书记张国文对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内涵、意义、具体作法等方面结合木兰县的实际，对全县
党员干部进行动员部署。

木兰县正处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困难和挑
战，全县党员干部更需要进一步振奋精神，鼓足干劲。而“三
严三实”既是领导干部正心修身的思想守则，也是领导干部干
事创业的行动准则，为加强执政骨干队伍建设提供了鲜明“标
尺”。 会议要求，“三严三实”是针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
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专题教育也要针对问题来展
开。要把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贯穿专题教育的全过程，无论是
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还
是整改落实、立规执纪，都要聚焦问题、对准问题，把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木兰以实效践行“三严三实”

新 闻 点 击

本报讯（胡春风 董梦阳）年初以来，依兰县全力推进招商
引资、产业项目和园区建设，努力促进产业项目建设实现更大
突破。

目前，依兰县拟新开工产业项目 3个，总投资 5.4亿元；结
转复工项目 16个，总投资 60.9亿元。目前，依兰县正在跟踪洽
谈的重点项目主要有阳光凯迪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长江屯
水电站、丹青水电站、江西正邦集团年养殖屠宰加工 50万头生
猪、依兰垃圾发电厂、年产 5000万只玻璃瓶等 6个项目，总投
资 29.32亿元。

依兰县产业项目和园区建设稳步推进，去年共推进开复
工产业项目 46个，16个项目建成投产。开发区基础建设成效
显著，道路、供排水、供气、供热、绿化亮化等工程全面完成，污
水处理工程已启动。朝阳工业园建设扎实推进，新征收土地
77万平方米。

依兰 招商引资壮大产业集群

本报讯（王立坪 张晓权）人民银行巴彦县支行开展了
“三早一创”促春耕活动，金融机构累计投放农业贷款 78047
万元，发放粮食直补资金 3660 万元，投入农田水利等基础建
设资金 2000 余万元，为巴彦县春耕生产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保障。

春耕生产早筹划，年初对今年春耕生产资金需求、供给
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判出资金需求及缺口；春耕生产早推
动，召开春耕生产协调会和金融机构春耕生产专题推进会，
推动相关部门协调一致支持春耕生产；春耕生产资金早落
地，搭建和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共享平台，减少信贷资金发放
环节，确保生产资金及时发放到农民手中；创新支农信贷产
品，指导金融机构先后开办“金土地”、“农易贷”、“生意贷”、

“种植贷”、“农户大额种植贷”、“农户服务业贷款”等信贷品
种。同时，在信用社、村镇银行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积极
向上级行申请支农再贷款，累计投放 64650 万元，同比增长
18.02％。

巴彦 多措并举加大农业信贷

日 前 ，
宾 县 卫 生
局、县医院
等部门联合
开展慰问义
诊活动，己
到 5 个乡镇
的敬老服务
中心免费义
诊。

戚牧摄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