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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使命 担当时代重任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刘帅）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

玉亭在长春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倪真一

行。杨安娣、刘化文参加会见。

胡玉亭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倪真一行表示欢迎，向中

国能源建设集团对吉林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在简要介

绍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中国能建作为国内能源电

力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主力军和排头兵，长期深耕吉林，为

能源电力、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等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当前，

吉林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全会安排部署，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创新实施“绿电+消纳”供能模式，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推动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希望中国能建进一步拓展

在吉布局，提高投资强度，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形成更多

实物工作量，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我们将更好发

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围绕项目建设、惠企政策、要素

保障等方面，全力提供更加周到服务，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更高

水平，共同打造“央地合作”新标杆。

倪真表示，中国能建将持续发挥优势，积极对接吉林振兴

发展需求，加快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达效，为吉林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胡玉亭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倪真一行

76年前，四战四平战役的硝烟散去，英

雄的城市迎来新生。这场战役中，有一位影

响深远的英雄，他就是马仁兴。

1945年10月，马仁兴率部到沈阳。东北

局决定将马部扩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称东北民主联军)保安第一旅，马仁兴任旅

长。在东北解放战场上，马仁兴率领这支部

队，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从松辽大地到科尔

沁草原，都深深印下了他们的足迹。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中部，是沟通南北满

的咽喉要道，又是东北地区的重要粮食集散

地，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其成

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为了迟滞国民

党军主力的北犯，争取更多时间建立东北根

据地，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任命马仁兴为

战场副总指挥，和总指挥钟伟一起率部于

1946年3月15日从外围打响攻占四平的战

斗，3月17日2时发起总攻，至10时结束。国

民党“接收大员”及其网罗的3千余名敌伪残

余和地主反动武装，除200名逃跑外，其余的

全部被歼，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人被

活捉。此次战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抢夺抗战

胜利果实的嚣张气焰，打破了国民党军快速

北进的计划。

1946年4月上旬，国民党军新一军、七十

一军从沈阳北上，沿途飞扬跋扈，嚣张气焰十

足。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命令所

部：“4月2日前必须拿下四平”。争夺四平的

城下苦战已成定局。

马仁兴进城后兼任四平卫戍区司令员，

面对强敌，他指挥若定。四平保卫战，从1946

年4月16日敌军占领昌图县牤牛哨后正式打

响。在四平人民的支援下，马仁兴率部同兄

弟部队协同作战，抗击了全副美械装备的国

民党军“王牌”新一军33个昼夜的进攻。四平

保卫战歼敌1.6万余人，战役结束当天，中共

中央致电予以高度评价：“四平我军坚守一个

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的高度

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四平保卫战之后，马仁兴率部队活跃在开

通、瞻榆、开鲁地区，打击土匪，发动群众，组织

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同时利用空隙时间

开展练兵活动，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带领部队

每到一地即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47年3月，保一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

军西满军区独立第一师，马仁兴任师长。时

隔 1 年，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动发动强大的

夏季攻势，马仁兴根据总部命令，率领独立一

师由通辽以北舍伯图地区出发，迅速攻占了

四平至齐齐哈尔铁路上的玻璃山、保康、茂林

等地敌人据点，全歼了保康守敌。

1947年6月，马仁兴率全师参加异常残

酷的四平攻坚战。当时的四平，被国民党守

敌修得像“铁桶”一般。四平攻坚战第一阶

段，我军调集7个师的兵力分3个方向发起总

攻。马仁兴师从6月11日开始行动，平均每

天打掉敌人1个据点，6月15日扫清外围并

攻入城内。马仁兴亲率1个团，以迅速爆破、

架梯、投弹相结合的打法，仅用15分钟就登

上了城内制高点，打开了一条通向敌人“心

脏”的突破口。

守敌的西部核心火力点设在市内一座大

红楼里，红楼墙高壁厚，内有敌六二三团

1000余人驻守，给我军前进造成巨大威胁。

马仁兴把从报纸上看到的我军某部用爆炸歼

敌奏效的方法用在这次攻坚战中。一声巨

响，大红楼被团团浓烟淹没。大红楼北侧一

角被炸塌，大部守敌被炸死和震昏，我军攻入

楼内，全歼守敌。

就在战果不断扩大，穿越四平的长(春)

大(连)线以西市区完全掌握在我军手中的时

候，危险却突然降临。1947年6月23日黄昏

时分，夕阳的余晖把残缺不全的四平城染成

一片金黄。马仁兴吃过晚饭后，到师指挥所

前观察战况，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他的右胸，

不幸牺牲，年仅43岁。

噩耗传来，长白林海哀鸣，辽河之水呜

咽。

党给予马仁兴高度评价，辽吉省委决

定追认马仁兴为辽吉功臣。七纵十九师为

马仁兴举行了追悼会，这也是消灭反动派

的动员会。1948年 3月 13日，四平收复战

中，七纵十九师的指战员们高呼着“为马师

长复仇”“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等口号攻

进城内，马仁兴的精神鼓舞着战士们最后

解放了四平。1948年 5月，根据东北行政

委员会的命令，中共四平市委四平市政府

决定把四平最繁华的街道——道里四马路

命名为仁兴路。

英雄事迹，可歌可泣。马仁兴这个名字，

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马仁兴：

用 鲜 血 浇 灌 人 民 幸 福 之 花
本报记者 李娜

梨树县全力构建“南繁
北育”现代种业发展格局，以
玉米单产提升为突破口，在
良种引进筛选、繁育推广上
狠下功夫，全力支持当地“育
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发展，
努力实现粮食高产、农业增
效。图为吉林省富民种业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郭敢峰 本报记者 钱文

波 摄

本报讯（记者王伟）近年来，磐石市坚持保护优先、用养

结合，让珍贵的黑土地持续发挥效能，保障粮食安全，维护

生态系统平衡。

今年，磐石市投入免耕播种机100台，安装远程电子监

测设备50台；召开“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观摩会”，推广秸

秆覆盖免耕播种、秸秆归行免耕播种及秸秆归行少耕条带

播种3种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全年落实保护性耕作项目

作业面积15.03万亩。以“良田、良法、良技”助推耕地质量

有效提升，真正让农民眼中的黑土变“沃土”、手中的粮田

变“良田”。

“都知道粪肥能养地，但是过去，村口、田头到处都是露

天的畜禽粪便堆沤处，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污染环境。”磐

石市宝山乡北河村党支部书记边文举说。如今，村里就近

就有畜禽粪污堆沤点，养殖户将畜禽粪便就近送到这里，解

决了粪肥随意堆放的问题，村口田头也整洁干净了。

磐石市采取设置区域粪污处理中心、村级养殖粪污集

中收储站和养殖场（户）自建储粪点相结合的办法，全力打

造“中心+站+点”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收储运行模式。在

“中心”上，围绕重点养殖乡镇，共建设7个区域粪污处理中

心；在“站”上，建设37个村级养殖粪污集中收储站和151个

村屯堆沤点，收集散养户处理不了的畜禽粪污，实行“站”收

集、“中心”处理；在“点”上，规模养殖场自行建设储粪点，村

屯建设堆沤点，将畜禽粪污发酵处理后，作为粪肥就近就地

还田利用。

磐石市：

良策护黑土 粮田变“良田”

11月11日8时45分，伴随着下课铃声响

起，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操场上顿时“沸

腾”起来。跳大绳、打篮球、踢毽球、丢沙包、

跳格子……嬉笑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孩子

们在花样繁多的课间活动中，尽情享受着“15

分钟”的快乐。

“在15分钟课间，每个班都有特定的游

戏活动内容，学校为同学们提供了充足的器

材设施和运动场地，满足他们对体育活动的

多样化需求。”树勋学校校长任国权说。

树勋学校刚跳完大绳的学生都俊安满头

大汗，他兴奋地说：“现在不仅有更多的项目

可以选择，而且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我们都玩

得很开心。”

“我们比一比，看谁跳得远。”“石头剪刀

布，我赢了，我跳一格。”在长春市南关区华泽

学校，一张张可爱、稚嫩的小脸上洋溢着对趣

味游戏的喜爱和痴迷。

“我们将甬路与过道进行了改造，设计了

跳棋、平衡球、蝴蝶跳、套圈、夹球跑等18种

传统游戏，让孩子们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

华泽学校副校长高丽丽说，学校采用绘图的

形式，在校园各个角落划分了不同的体育运

动区，让学生在15分钟的课间里会玩、玩得

尽兴。

“我每天都在跳绳区跳绳，还和同学们一

起打沙包、跳皮筋，课间十五分钟让我们更快

乐啦！”华泽学校学生胡艾琳说。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依据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为学生定制了课间“撒欢儿”清单，分为

小学低年级的传统游戏、趣味体验，中高年级

的跳大绳、足球、篮球、排球等，对于七至九年

级的学生，学校设计了与体育中考相关的活

动内容，增强学生体能素质。

“现在课间时间延长了，我们有更长时间

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对视力和身体都特别

好！”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五年一班学生王帝

策开心地说。

“加油，加油！”14时，长春汽车经济技术

开发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们迎来了15分钟的

课间时间，踢毽子、跳皮筋、花样跳绳……在

一项项运动中，同学们活力四射。

课间15分钟玩什么？怎么玩？长春汽

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校长刘晓燕介

绍，在政策实行前，学校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收集学生、家长及教师意见，选取学生们受欢

迎的运动项目，结合活力操场建设，多方调

研、整体筹划、拓展空间，精心安排活动内容，

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操场，享受更加健康

更有活力的校园生活。

“延长的五分钟，不光为了学生有更充

裕的上厕所时间，还可以让孩子缓解疲劳，

一张一弛的节奏感，更符合成长规律。”刘晓

燕说。

长春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11月

11日起，长春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将课间10

分钟延长至15分钟，全市中小学校在保障上

学、放学时间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丰富活动载

体、盘活场地资源、增加器材投入、强化安全

管理等措施，优化课间活动设计，让每名学生

都能在课间活动中感受体育运动的美好，促

进身心健康发展。

11月11日起，长春市中小学课间由10分钟调整为15分钟。记者当日
走访部分长春市中小学，看看孩子们课间玩什么、怎么玩——

尽 享 活 力“ 一 刻 ”
本报记者 刘晓娟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 通讯员李桂华）“今年1公顷地

整个2万多斤一点儿不费劲，人家是行家里手，田间气象、无

人机、大型机械使得贼溜儿，我把地交给他们种相当于躺赢。”

通榆县瞻榆镇前锋村村民赵红军指着他家的玉米田说。今

年，赵红军将自家3公顷土地托管给当地家庭农场，自己成了

“甩手掌柜”，干起了小尾寒羊收购买卖。

土地不流转，服务全包揽。赵红军依旧牢牢掌握着他家

3公顷土地承包权与售粮的收益权，他所委托的李六家庭农

场包揽了种、管、收全流程生产经营环节。“今年我们村有10

公顷土地托管给我，春天签合同时候就有保底，保证农民每公

顷不低于2万斤产量，要是达不到，就按1元钱1斤赔偿老百

姓。”李六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阳明说。

“一家一户的土地太零散，没法接滴灌带，大型机械也

无法作业，我们把这些地块托管重新整合、集中经营，靠科

技吃饭。”通榆县大华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赵华说。规模

化、标准化、机械化及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田手段的实施，

有效破解了农民增收难题，通过固化经营成本，实现农民利

益最大化。

“今年玉米长势好，过了秋分都没‘黄脚’。”通榆县新型

农业主体联合会会长王建福脸上尽是喜悦。近年来，通榆

县新型农业主体联合会（简称新农联）统筹家庭农场、合作

社、种植大户，整合资源优势，挑起了土地规模化托管经营的

重担，农民由种地主体变成了“甩手掌柜”，新农联则成了土地

的“保姆”。

今年收获季，由通榆县新农联统筹组织的涉及全县8个

乡镇场、13个行政村，涵盖了420户农民的809公顷托管地块

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讯，农民亲眼见证了托管经营带来的大

丰收景象。

“通过测产，今年每公顷可增产5000斤以上，最高的超过

1万斤。”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正高级研究员尚学灵说。在托管

过程中，通榆县全程应用省水利科学研究院近10年来在当地

的科研成果，包括优化灌溉制度、科学测土施肥方案等。

通榆县新农联历经3年多方尝试探索，把一家一户干不

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生产环节集中起来，及时为农户

提供“菜单式”“保姆式”生产托管服务，破解了土地碎片化问

题，为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提高了效率。同

时把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导入。通榆

县新农联还通过多年磨砺注册了“丹江湿地”商标，今年品牌

大米走进了北京超市，投入到产业链终端。

“托管经营是我县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让农民走向

共同富裕道路的有效载体，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的有效结合方式，更是有效实行乡村治理激发农民内生动

力的关键一招。”谈及农业托管经营的发展，通榆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同志说。

通榆县：

土 地 托 管 助 农 增 收

黄墙绿瓦，拱形的窗子，俄式风格的门

楼，饱经沧桑的中东铁路德惠站站舍如同

一位世纪老人，见证了城市百年变迁的沧

桑往事。

德惠市位于吉林省中北部，长春、吉林、

松原、哈尔滨四座城市之间，区位优势明显。

中东铁路原名“东清铁路中国东省铁路”，于

1897年至1903年由沙俄修建，因德惠处在中

东铁路重要节点，修建了当时省内唯一一座

“三等站”，是吉林省内仅次于公主岭站的最

高级别车站。

时至今日，许许多多发生在这座城市、这

条铁路上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但中东铁路

仍旧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铁路工业遗

产。德惠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刘全乐介绍

道：“作为长春北段各站中规格最高的三等

站，中东铁路德惠站的相关设施较为完善，有

车站站舍、货物处、水塔、兵营、学校、医务所、

教堂等。目前德惠主城区内依然保存着49

处俄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包括

窑门车站站舍、德惠东正教堂、大白楼。”

1903年建成的窑门车站站舍是吉林省

内保存最好的中东铁路站舍之一，由高等候

车室和主站房两个独立的部分构成。经历了

多次修缮和改建后，高等候车室被改造成了

车站办公场所，主站房被改造为行包办理处，

直到今天依然在正常运行发挥作用。

德惠东正教堂，原名尼古拉教堂，俗称

“喇嘛台”，是典型的拜占庭建筑风格。为了

加强文物保护，2014年德惠市政府积极与沈

阳铁路局联络协商，于当年4月对教堂进行

了修缮恢复，是中东铁路历史建筑中具有代

表性的建筑之一。

在这些中东铁路历史建筑中最值得一提

的还是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折衷

主义建筑风格的二层圈楼，因其大面积灰白

色的墙面而得名。最初是俄侨中学，伪满时

期是铁路职工高等宿舍，解放战争时期曾是

国民党新一军50师的指挥部，解放初期先后

作为德惠县委办公楼、德惠中学使用，2013

年改建为德惠市博物馆，于今年7月获评为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成为德惠市第一家国

家AAA级旅游景区。这座跨越百年的建筑矗

立在那里就是在向我们讲述着它与这座城市

的历史。

近年来，德惠市高度重视中东铁路历史

建筑的保护工作，每年德惠市文物管理所都

会对德惠境内中东铁路附属建筑群106处文

物建筑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窑门站区41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周边环境进行治理，消

除安全隐患，保护文物历史风貌。

刘全乐告诉记者，今年德惠市成立了市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开展了以不

可移动文物为对象的普查调查全流程工作，

对德惠境内中东铁路附属建筑群进行了排

查、测绘、登记，为进一步加强中东铁路附属

建筑文物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了充分挖掘这些历史建筑的文化价

值、旅游价值，近年来，德惠市积极进行中东

铁路历史建筑的开发利用，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就是将大白楼改建为德惠市博物馆。德

惠市博物馆馆长毕宝石说：“为了更好地讲

述中东铁路的历史，我们在博物馆二楼开辟

了中东铁路专题展区，通过复原场景、历史

图片、文物实物等多种形式，展现中东铁路

的修建历程及其对德惠乃至中国近代社会

的影响，通过模拟火车行驶等互动环节，让

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历史变迁。”在今年的世

界博物馆日，德惠市博物馆还开展了“中东

铁路历史知识科普”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

参观了中东铁路时期历史遗存，向他们讲述

百年历史。

毕宝石说：“文物建筑是历史的见证

者，保护好、利用好中东铁路历史建筑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希望这份珍贵

的历史财富在未来依旧可以发挥作用，助

力社会发展。”

中东铁路德惠站：

见证城市百年变迁的“活化石”
本报记者 王学新

守护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