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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文化赛事 悦享幸福生活

蹲点笔记

战争年代，他是舍生忘死的英勇战士；

和平年代，他是砥砺奋进的建设者。日前，

记者来到长春市朝阳区拜访了老兵涂国

福，听他回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涂国福于1950年 11月参军，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对空情报兵对空监视

哨长，驻守山洞，监视敌机动向。“山洞不

仅居住环境恶劣，物资配给更是艰难，吃

不上饭是常事。我们经常用炒豆面来充

饥，渴了就在山沟里弄水喝。冬天没有

水，只能吃冰。”涂老回忆说，时间一长，许

多战友都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再加上山洞

内环境潮湿、不见阳光，有些还患上了风

湿性关节炎和夜盲症。

“最要命的是山洞里常常遇到山体滑

坡的情况。”涂老说，在一次山体滑坡中，他

率先脱离山洞。当发现有战友被困其中，他

没有片刻犹豫，奋不顾身地返回山洞，把话

务员和报务主任拖了出来，及时挽救了战

友的生命，保证了情报工作正常运转。

有一次，涂国福乘坐的汽车被炸翻，

危急时刻，他被战友从土里扒出来，捡回

一条命。“当时我已经失去了意识，醒来

后只能看到病床边的战友们说话，却听

不到声音，一星期以后才恢复一点听觉，

但是左耳已经完全失去了听力。”被炸后

的第五天，涂国福乘坐汽车过浮桥时，又

遭遇飞机扫射，汽车翻入河里，他被河水

呛晕过去。幸好驾驶员把车门踹开，从

泥沙里将他拽了出来。

作为志愿军战士的“眼睛”，涂国福

上报情报及时准确，出色完成任务，多次

受到上级表彰。1956年6月，涂国福回

国后继续在部队任职。1981年，他告别

军旅生涯，转业到当时的吉林省粮食厅

工作，后到粮油贸易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在战场上，一心只想着保卫国家必

须要打胜仗，根本顾不上恐惧和退缩。”

在涂国福老人的讲述中，没有华丽的词

藻，没有动人的语句，却足以让我们感受

到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军人们的一身肝

胆和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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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7日讯（记者裴雨虹）今天，省交响乐团前往吉林市

永吉县开展“送演出下基层”活动。

为了办好这次活动，给当地群众送上精彩的文艺节目，省交

响乐团组织了20多人的演出队伍，其中包括打击乐演奏员、唢呐

演奏员、二胡演奏员、歌唱演员等。经过紧锣密鼓的排练，一台涵

盖声乐、民族器乐的演出，在永吉县乱石桥村、黄榆村、大半截河

村呈现。

开场表演是传统乐器唢呐演奏《吉庆锣鼓》，热闹喜庆的节奏

和旋律迅速调动起现场气氛。在随后的歌曲演唱中，省交响乐团精

选了表达爱党爱国情感的《共筑中国梦》《永远跟党走》《百年足

迹》、温暖深情的《疼爱妈妈》《望月》《忘不了》、展现反腐倡廉主题

的《公仆赞》、描绘吉林美景的《畅游迷人的天堂》……一首首动听

的歌曲回荡在村庄里，带给村民们别样的愉悦心情。

作为省直文艺院团，省交响乐团除了日常在音乐厅开展内容

丰富、主题多元的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演出，每年在我省“送演出下

基层”活动中也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受到了群众的喜爱。本周，乐团

还将深入永吉县小河沿村、王家街村、平埠子村等多个村屯，为当

地村民送文化、送欢乐。

省交响乐团送演出到永吉

住在蛟河市北京路锦绣乾城小区的姜

晓萍，家庭成员3人，丈夫曾是一名援疆干

部，儿子是博士研究生。一直以来，夫妻二人

相亲、相敬、相爱，真诚相处，建立起一个和

谐美满的家庭。2023年，姜晓萍家庭获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

2017年12月，姜晓萍请缨到省级贫困

村松江镇永兴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以

来，她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作用，坚持开展“三会一课”，抓好“五好一满

意”村班子建设，组建永兴村微信交流群，让

村民们在群里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并为他们

答疑解惑，同时每天在群里发送各类新政策

及新型农业种业种植技术，把农业专家也邀

请到群里，实现村民和专家“面对面”交流。

多年来，姜晓萍不忘初心，担当尽责，用

真心践行驻村第一书记职责使命。3年来，

共协调资金306万元，为永兴屯修建了柏油

路、U型边沟、统一围墙、太阳能路灯，打造

了新农村样板村屯，为玻璃棵子屯修建了

900米的水泥路；到2020年全村村民都喝上

了自来水，5个自然屯都安装上了太阳能路

灯及36个监控摄像头；为村里的贫困户更

换门窗，开展温暖过冬行动及“五星创建”活

动，彻底改善他们的思想和人居环境；协调

大红灯笼200盏，3年生李子树苗400棵，实

现了春季花香、秋季果香，美化亮化了村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让永兴村

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姜晓萍带领村集体种

植黑木耳8.6万段，收益3.6万元；动员贫困

户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空地养殖溜达鸡并帮

助销售，收入达12万余元；带领村民种植无

公害水稻，打造永兴村自有品牌产业；发展

特色农业，带领贫困户种植马铃薯并帮助销

售，充分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实现自身造

血功能；2018年，大力发展手工木雕，成立

扶贫车间，带动全村30余人实现增收。

“作为第一书记，肩上的担子很重，我能踏

踏实实为老百姓服务，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

持。”姜晓萍如是说。2021年7月，由于工作调

整，她被分配到蛟河市前进乡担任宣传委员，

依然奔走在村民家中及田间地头。

姜晓萍的爱人邵泽军曾是我省援疆大

军中的一员，他用实际行动，用忠诚坚守援

疆使命。

开展援疆工作以来，邵泽军便协助站长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检验监测站建设

工作，帮助站内取得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机构资格认证和考核合格“双认证”证

书。他积极搭建吉林市和阿勒泰市同行业之

间的沟通桥梁，健全农产品安全检验检测体

系，培养技术人员队伍，实现农产品安全检

测检验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标准

化。邵泽军过硬的专业能力，得到工作队全

体同仁的充分认可和赞誉。

“在援疆期间，爱人给了我强大的动力，

她就是我坚实的后盾。”回忆那段与家人离

别的日子，邵泽军深有感触地说。

“相互理解、互相支持。”正是凭借这个

幸福“秘诀”，姜晓萍一家才能在各自的岗位

上发光发热，他们诠释了小家大爱。

奉 献 光 和 热
——记“全国最美家庭”姜晓萍家庭

本报记者 王超

发展之路千万条，关键是找准定位。

一个只有80余户、户籍人口300多人，

95%以上村民都是蒙古族，主要从事种植业、

养殖业的小村该怎么发展？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白城市洮北区

德顺蒙古族乡乌兰图嘎村在各级党委政府和

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坚持“以农为本，农旅

结合”的方针，围绕少数民族自身资源优势，

不断向农业、休闲、娱乐等产业融合发展的特

色乡村转型迈进。6月底和7月初，记者先后两

次来到这里，了解小村的发展和变化。

乌兰图嘎村依岗而居，被玉米和稻田围

绕其中，蒙古族特色的民居与秀美的风光相

映，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画卷。

走过雕塑着蒙古马的民俗村门，映入眼

帘的是路旁一块刻有“花道宝”的大石碑。

“‘花道宝’曾经是这里的地名，在蒙古语里

的含义是开满鲜花的山岗。乌兰图嘎村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清代时先民们在这里开

荒种地，捕鱼狩猎，筑房而居。1984年改为

现在的村名——乌兰图嘎，汉意为‘红色的

旗帜’。”乌兰图嘎村党支部书记佟国波说。

6月30日，是乌兰图嘎村第七届花道宝

敖包文化节的日子。“欢迎你亲爱的朋友，吉

祥的哈达为你举起，请你喝下这杯真情的美

酒。”一首《下马酒》尽展蒙古族村民的热情

好客。马头琴演奏《万马奔腾》更是将现场观

众的情绪带向一望无际的草原……如今，花

道宝敖包文化节活动已成为村民们歌颂社

会主义、歌颂党的民族政策，弘扬蒙古族悠

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优秀传统，促进经济发

展和各民族大团结的盛会。

“如果没有脱贫攻坚以来的好政策，没

有驻村工作队的大力帮助，村里的很多民俗

文化可能就断了。”佟国波说。

为了将蒙古族特色文化资源继承好利用

好，脱贫攻坚之初，由白城市人大和吉林银行

白城分行组成的驻村工作队，对乌兰图嘎村

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进行了挖掘和整理，时

任白城市人大民侨外委主任的吴澍将乌兰图

嘎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情况详细地记录了

下来。目前，乌兰图嘎村拥有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4项：花道宝敖包祭祀、查干苏

勒德祭祀、蒙古族生日礼俗和蒙古族馅饼，这

些成为全村发展民俗特色旅游的亮点。

脱贫攻坚以来，乌兰图嘎村以“争创省

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打造最宜居村庄”为

统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危房改造、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让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大变

样，全村实现了硬化村路户户通，修建了具

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围墙，粉刷修缮了民

居，建设了民俗文化长廊、文化墙等。乌兰图

嘎村已列入吉林省“千村示范”行列，并先后

获得“省级美丽休闲乡村”“吉林省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等荣誉。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资金的帮助

扶持下，乌兰图嘎村升级改造了兀良哈蒙古

餐饮文化中心，建设了400平方米的具有蒙

古族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接待设施。

7月初，记者在餐饮文化中心见到了乌

兰图嘎村蒙古族馅饼第四代传承人王敬云。

在厨房里，她将揉好的面团揪成一个个剂

子，取一个剂子拍按扁，舀一大勺拌好的牛

肉馅放在中间，快速包成团后放在撒满薄面

的案板上再次拍按，摊薄成型。“我们这馅

饼，主打一个皮薄馅多，所以摊饼这步格外

讲究，弄不好就露馅喽！”说话间，烙饼的铁

锅已经热了，王敬云将馅饼放入锅中，徒手

快速拍打饼面让馅饼匀称整齐。馅饼两面刷

油翻烙，待到饼面金黄鼓起便可出锅，顿时

香味四溢。

王敬云一边将烙好的馅饼装盘一边向

记者介绍，乌兰图嘎村蒙古族馅饼制作技艺

是清朝末年从喀喇沁旗迁徙而来的谢姓蒙

古族人传承下来的，并和本地的蒙古族居民

融合形成的一门独特的食品制作技艺，距今

已有130年的历史。

“我10岁就跟着母亲学习蒙古族馅饼

的制作技艺，母亲将怎样和面、拌馅、包饼、

烙饼、走油以及食材的选用等，每一步都手

把手教给我。”王敬云组建了“兀良哈民俗旅

游专业合作社”，她以合作社为平台招收学

徒，继续传承蒙古馅饼的制作技艺，让更多

的村民掌握这项技艺从而增加收入。

乌兰图嘎村距离白城、洮南分别是35

公里、25公里，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以及蒙古

族村寨的定位和历史文化特色，适合以文化

民俗为IP打造周末休闲游产品。在白城市

人大的帮助下，乌兰图嘎村制定了乡村旅游

发展规划，“蒙古族民俗体验园”项目的建设

也被提上日程。

“我们围绕‘吃、住、游’旅游要素，以蒙

古族文化体验、农家乐民宿和亲子娱乐活动

等项目为依托，将乌兰图嘎村建设成周边城

市居民体验蒙古族文化、品尝特色餐饮、寻

味乡愁记忆的休闲娱乐度假村，实现帮扶村

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白城市人大驻乌兰图

嘎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谷洪涛说。

“从这里走出去的能人很多，真心希望

大家能够为家乡的发展献计献策，把这里的

非物质文化传承好，把家乡建设好。”乌兰图

嘎村蒙古族生日礼俗传承人，76岁的村民

吴金祥说。

“洮儿河水长流淌，岸边有俺美丽的家

园，蒙古包里歌声扬……美丽的家园，吉祥

花道宝，我心中的眷恋。”乌兰图嘎村的村歌

《吉祥花道宝》唱响了村民对家乡的热爱和

眷恋。乡村振兴路上，小村向着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建设的努力还在继续。

乌 兰 图 嘎 转 型 记
本报记者 何琳娣 张磊 尹雪

本报讯（记者董博 赵蓓蓓）“你们又来看我了！前阵子刚帮我

办理完转院转诊手续，今天又送来水果和生活用品，真的很感动！”

前不久，在辽源市西安区煤城新村小区李子文家中，老人对市社会

医疗保险局的服务连声称赞。

76岁的李子文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子女还没在身边，想去北

京看病，但无法办理转院手续，就通过辽源市医保服务热线反映了

自己的苦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辽源市社会医疗保险局综合服

务科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为其解答了异地就医的相关政策，将

证件拿回单位帮老人办理转院转诊手续。

这只是辽源市社会医疗保险局开通服务热线中的一项工作内

容。为了更好地为全市参保单位和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医保服

务，辽源市社会医疗保险局开通了“12393”医保服务热线，力求打

造“为民、便民、利民”的服务平台。

一站式解决问题。实行省级平台统一受理、分类分级处理、归

口负责、限时办结反馈的工作机制。热线接线员在接到群众来电

后，根据政策当场解答，实现了一个电话一站式解决，让群众少跑

路。针对无法当场解决的疑难问题，形成热线工单，呈交相关职能

部门处理，承办部门需在规定时限办结，并通过原渠道反馈办理结

果，真正做到了“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常态化业务培训。为适应服务热线发展需要，满足群众医保

诉求，辽源市建立了话务员培训规程，提升热线服务质量，邀请礼

仪老师和业务骨干针对话务接线礼仪、医保政策规定、政务服务事

项等方面内容定期组织业务培训，提高接线员专业水平，提升接话

效率，为优化平台服务提供专业性保障。

全覆盖查询系统。建立全面完善的知识库，覆盖全市统筹区

医保政策、政务服务事项以及市、县、乡、村四级医保经办机构信

息、两定机构信息，建立了知识库定期维护机制，确保知识库内容

精准性和时效性。

多角度考评机制。为进一步架好“12393”这座“连心桥”，确保

群众诉求能够得到满意答复，辽源市医疗保障局还建立接线员服

务绩效考勤制度，以服务态度好、处理速度快、工作完成优为原则，

针对服务技巧和业务能力两个大方面，整理了包含礼貌语、隐私保

护、解答准确率等26项评分标准对接线员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考

核结果纳入年度考核中。

截至目前，辽源市“12393”医保服务热线共接群众来电10291

通，创建工单5789件，办结率100%，满意率99%。

辽源：

热线架起“连心桥”医保服务暖人心

7月 17日，观众在长

春汽博会的自主品牌馆

参观。正在长春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的第20届长

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上，众

多自主品牌汽车亮相，吸

引不少参观者。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 摄

（上接第一版）
20多年前，因发展“石头经济”，余村的

山变成“秃头光”，水成了“酱油汤”。痛定思

痛的余村人相继关停矿山和水泥厂，发展

“美丽经济”。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到余村考察，得知余村做法后评价“高明

之举”，并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理念引领中国广

袤大地发生深刻变化。

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岷江和金沙

江在此交汇。

站在三江口向北眺望，5公里内曾是宜

宾沿江工业区，始建于1943年的宜宾天原

化工厂距离长江岸线一度不足百米。

今天，长江岸边，昔日厂房变身长江公

园。远处，新成立的三江新区日新月异，天

原化工已将产业延伸到化工新材料和新能

源电池材料，走上新的产业赛道。

不断探索与实践中，各地转变发展思

路，逐渐走出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

调的路，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

为了更好保护环境，多地加快完善多元

化生态补偿机制，让好山水、好生态成为共

同守护的“有价之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更加协调，绿色发展空间进一步拓

展。

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的同时，经济

总量跃上120万亿元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

绿色昭示未来：努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前不久，龙江森工集团穆棱林业局有限

公司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例行巡护中，

通过野外红外相机，再次发现野生东北虎

“完达山1号”在林区内活动的清晰影像。

绿水青山间，珍稀野生动植物生机勃

勃。这背后，是我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的绿色发展体制扎实推进——

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

程深入推进。10年来全国完成造林约10.2

亿亩，绿色版图不断扩大。

截至2019年的10年间，我国荒漠化、沙

化土地面积分别净减少5万平方公里、4.33

万平方公里。新疆作为我国荒漠化及沙化

面积最大、防沙治沙难度极大的省区，首次

实现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加快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重要步

伐，共同推动形成较为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体系。

第一批国家公园交出亮眼“成绩单”：三

江源国家公园实现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源

头的整体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了13

个大熊猫区域的种群生态廊道，保护了

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新

发现雨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我国正在

建设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一条

条江河、一个个湖泊、一片片森林和草原有

了专属守护者。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

设共同享有的事业。从“光盘行动”、节水节

纸，到垃圾分类、告别一次性用品，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新风尚。

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中

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

施，宣布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的

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携手同心、不懈奋斗，

一定能汇聚起更加磅礴的伟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记者胡璐 郁琼源
田金文 骆飞）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写 在 绿 水 青 山 间 的 答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