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 实习生刘一潼）

近日，记者从白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2024

年，白城市粮食总产量达118.45亿斤列全省

第 3 位 ，同比增加 2.35 亿斤 ，同比增长

2.02%，增量和增幅分别居全省第3位和第1

位。白城市粮食总产量已连续4年稳定在

110亿斤以上，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七分之

一。洮南市连续四年进入全省前10名产粮

大县行列。

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2024年，白城市稳步推进国家盐碱地

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改善水田，建设12.94万

亩良田实现种植。打响高标准农田建设“春

秋攻坚会战”，探索“国有公司＋新型经营主

体＋农民＋水肥一体化＋合理密植”“五位一

体”白城模式，新建高标准农田59.55万亩。

持续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打造

“百千万”技术示范引领乡镇18个，示范面

积达到150万亩。引导农户开展增施有机

肥、秸秆还田、地膜回收等提升地力措施，实

现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结构改善、土

壤通气性和透水性提高，夯实了粮食增产基

础。

提升良种繁育规模和水平。全市6个

制种基地制种12万亩，其中，国家级玉米种

子繁育基地落实制种面积6万亩，推广“小

垄双行、膜下滴灌”制种技术3.6万亩，省级

耐盐碱水稻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水平稳步提

升。为培育良种，白城市引进 4家育种企

业，落实育种面积1.275万亩，省级杂粮杂

豆制种基地超过2.5万亩，繁育各类种子品

种数量达到200余个。

抓好重大实用技术推广工作。推广水稻

病虫害飞防作业技术、“玉米密植+水肥一体

化”高产栽培技术等6项技术，建立科技示范

基地2个。大力推广新型种植方法，实施科

技增粮行动，落实水肥一体化461万亩，全省

第一，实施“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地块测

算平均增产12.6%；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776

万亩，超过省下达任务81万亩，全省第三；落

实稻渔综合种养101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

57%；实施“一喷多促”作业面积361.63万亩，

超额完成省定目标。

有力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探索农业生产

智能化、精细化、高效化发展路径，全市农机

总动力达到730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5%，比上年提高0.72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

水稻、玉米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全市受理

农机购机补贴申请9073台套，受益农户7480

户，老旧机具的报废及新机具的投入应用，有

力地改善了农机装备结构。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服务水平。充分发挥

新型经营主体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标准

化生产和产业化发展优势，结合各地生产和

服务需求，开展全程托管、单环节托管、产前

产后综合服务等模式，为有意愿农户提供“菜

单式”服务，全市规模经营面积达到1152万

亩。完成培育农民合作社115个、家庭农场

118个、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84个，纳入

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名录的社会化

服务组织1472个。

白城市粮食总产量
连续4年稳定在110亿斤以上

2024年12月31日，由白城市文广旅局多家直属单位联

合创作的歌舞剧《辽吉记忆》成功首演。该剧通过辽吉时期

一个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生动展示了解放战争期间辽吉省

委在白城地区所作的剿匪、土改、抗鼠疫、征兵等重大历史事

件，连贯的剧情以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热

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演出成功非常开心，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这个过程太

不容易了。”担任总导演的白城市文广旅局艺术科科长张英

说。简朴的舞台，1个小时的精彩演绎，是100余名创作和演

职人员在500多天时间里共同努力的结晶。

闯过文献资料关闯过文献资料关
用群众视角带入历史用群众视角带入历史

“辽吉省委是一段光辉的历史，我市一直想创作一部关

于反映辽吉省委时期的戏剧，刚接到任务时，从哪个角度切

入让我很犯难。”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主任孙修竹说。剧本

创作之初，在选择辽吉时期的省委领导人物、重大历史事件，

还是人民群众作为落笔点，一度让孙修竹难以抉择。

孙修竹的公公94岁了，正巧他也经历过这段大的历史环

境，公公的回忆也给予了孙修竹启发。“在思考了很长时间后，

我决定从一名当时百姓的视角切入这段历史。”在一次次参

观辽吉省委陈列馆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孙修竹明确了

剧本的脉络。

“历史戏的创作要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故

事以当时百姓的视角切入，就要将主角一家人的遭遇与历史

事件相联系，产生情绪的互动和看点。”孙修竹在选材、选人

物上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行加工。剧本从决定动笔开始

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孙修竹用张强生一家人生动鲜活的

故事串起了辽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如果没有与现在的对比，那么创作这部戏就没有意义。”

孙修竹说，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地步是

今天的人很难感同身受的。“几千公顷的土地只归三家人所

有，就像戏里地主台词说的，吃的喝的都是他家的，农民穷得

真是一无所有，冬天一家人只能轮流穿一件衣服出门。”在查

阅资料和创作过程中，孙修竹说她的思想也有一个飞跃，她

说：“不回顾历史是不会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

不易。”

闯过戏剧编排关闯过戏剧编排关
多形式满足观众需求多形式满足观众需求

为了在一部剧中满足不同观众的喜好，该剧的表演形式

可谓多样，二人转、合唱、舞蹈等，既有大气磅礴，又不乏诙谐

幽默，音乐的创作是一部优秀歌舞剧的灵魂。“我共创作了20

余首曲子，每一首都要与剧情相对应。”白城市文化馆文艺部

主任隋如担任此次歌舞剧的作曲，他说音乐要与演员自身的

特点和所扮演的角色相匹配非常不容易。

“把剧本中的文字转换成舞台表演要考虑的地方太多了。”

来自白城市吉剧团的戏剧导演佀庆义说，剧本中关于战斗的

画面，按照戏曲的编排，应该有翻打的动作，但考虑到剧团的

演员年龄偏大，只能用“武戏文唱”来表现。佀庆义介绍，在

第五幕中他用国民党反动派军官和土匪头目之间的对话，把

四平已经守不住的信息表达出来，再用音效和灯光烘托出东

北民主联军即将取得战斗胜利的场景。

“我们的演员平均年龄50多岁，做大量高难度的动作是

一个考验。”白城市吉剧团团长付飞说。“不服输，我还是想挑

战一下。”已经50出头的国家一级演员、“吉林省四大名丑”朱

伟用幽默、诙谐的肢体动作在舞台上将气氛烘托得十分到位，

49岁的张强生奶奶扮演者李杰在舞台上真情流露，她的每一

滴眼泪都把观众感同身受地带入场景中，赢得了现场热烈的

掌声。

闯过条件短缺关闯过条件短缺关
总动员演绎精彩剧目总动员演绎精彩剧目

“把手抬高、腰板挺直，把气质拿出来。”白城市洮北区文

旅局艺术科负责人贾明亮担任此次歌舞剧的舞蹈导演，他给

参演的孩子们做着示范，手把手教他们做动作、跑位，孩子们

偶尔一个动作忘记了或者做错了，孩子们笑了，他也笑了。

“看着他们从生疏到熟练真开心。”贾明亮说。

“舞台表演没有年轻人不行，为了弥补剧团成员年龄大、

人手不够的问题，我们邀请了白城市第一中学艺术班的同学

们参与到表演中来，由这些孩子们担任伴舞表演。”张英说。

服装、道具能自己找到就不花钱，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就

自己动手改，“你看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特别是两侧可以旋

转的背景板，是由我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博文设计并画上

去的。”张英介绍，她的一切宗旨都是为了节省开支，为此她

不得不把执行导演和演员们的一些创意想法进行“压缩”，因

为预算实在不够。

很难想象条件有限大家的干劲还这么高，“因热爱而投

入和奉献。”张英介绍，白城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曾有过辉煌

的历史，白城吉剧团的业务水平和剧目创编、生产能力在全

省乃至全行业也是首屈一指的，紧排在省吉剧团之后。更曾

有过“吉林西部戏剧现象”的美誉，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剧

作家、作曲家、表演艺术家、导演等。

如今继承和发展好这份事业，需要有更多年轻人的加入，

也需要更多的支持与市场化考量。谈及此处，大家不免有些

担心。“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够给参演的孩子们和观众们心里

埋下一颗种子，希望白城的戏剧事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张

英说。

“老师，我的手套丢了。”“我的鞋掉了。”“大家赶快帮找

找。”“在这里，找到了。”“别看孩子们平时嬉嬉闹闹的，音乐

一响立马就不一样了。”贾明亮笑着说。

“热血滚烫，热血滚烫，像嫩江的波涛滚，像洮儿河飞浪，

白城儿女，张开臂膀，巨手拖出一川朝阳……”合唱慷慨激昂。

舞台上，身姿轻盈、红绸飞舞，孩子们踩着音乐的节拍奔

跑，年轻稚嫩的脸庞绽放着天真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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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弘扬好
——白城市推动红色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近年来，白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红色革命

旧址的保护和利用。2024年1月起实施的《吉林

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突

出吉林地方立法特色，建立健全了红色资源保护

传承管理制度。白城市通过加强保护、规划利用、

展览展示等，不断推动《条例》实施落地，推动红色

历史文化传承发展。

把丰富的红色资源保护好

白城市红色资源丰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各时期，留下了许多

珍贵的红色革命遗址和英雄人物遗迹。

在白城辽吉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有东北解

放战争时期我省唯一保存完好的省级党组织旧

址——中共辽吉省委旧址，2022年11月建成陈列

馆对外开放，已接待参观者5万余人（次），成为宣

传展示白城党史的红色名片。街区还有解放战

争时期的辽北省政府旧址，2023年12月建成白城

史馆对外开放，已接待参观者1.7万余人（次）。

“2023年，白城市自筹资金对辽北省政府旧址进

行了加固，为更好地保护该旧址，2024年又申请了消

安防工程项目，已获得省有关部门的批复立项。”白

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越来

越多的群众前来参观学习，在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

精神的同时，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打造红色资源旅游链条

白城红色革命旧址资源分布广泛、类型多样、

特色鲜明。

在洮南市，有辽吉省委的建立地、洮南设府

建制的地标建筑——天恩地局，已建成洮南根

据地陈列展馆。在通榆县，有为纪念“独胆英

雄”赵树满而设立的树满街道红色教育室。在

大安市，有国内规模最大、机车存放台数最多、

记录各时期铁路突出贡献的蒸汽机车展馆——

大安北蒸汽机车陈列馆。在洮北区，有代表侵

华日军铁证的查干浩特侵华日军飞机场遗址

群，可供游客参观。有全国劳动模范、高山打井

“老虎”队队长纪英林模范事迹展馆等。这些红

色资源，在各自地域、各自行业发挥着重要的教

育和引领作用。

在白城市博物馆，《初心如磐——白城市党史

教育图片展》在展现白城峥嵘岁月的同时，辅以夏

尚志、陶铸等革命先驱的珍贵革命文物，在参观者

中引发了强烈反响。“馆藏的夏尚志、陶铸的文物

均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数量也较为丰富。”白城

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白城市深挖自身丰富的红色资源，依

托辽吉历史文化街区、白城市博物馆、侵华日军飞

机场遗址群、天恩地局等资源，打造了一条完整的

红色资源旅游链条。走上这条红色之旅，游客可

以回顾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感受不屈不挠、

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着力开展党史专著编纂工作

白城市围绕全市红色资源，充分挖掘整理，先

后编印了《白城党史人物》《白城红色遗址红色地

名概览》《中国共产党白城历史第一卷（1921-

1949）》《白城简明历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

了解白城历史的生动教材。

“在首届东北书博会上，由白城市委党史研

究室历时近10年编撰，总计66万余字的《洮南

根据地》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并受到各界好评。”

白城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当前，白城市

正有序推进《喻屏笔记》《辽吉组织概况》《解放

战争中的辽吉省委——书信文论辑》《夏尚志

传》《辽吉省委》的资料查找、整理翻译、汇总编

纂工作。

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还开展了寻访亲历者

和“辽吉革命后代”工作。先后采访了辽吉功

臣、战斗英雄等革命人物的亲朋，共征集图文资

料100余份、书籍5本，收获两位革命后代亲笔

题词和口述史料，为深挖辽吉红色资源、丰富陈

列馆展陈提供了重要史料。同时，白城市重视

关爱革命后代并发挥他们的宣教作用，“独胆英

雄”赵树满的孙女赵威被聘为中共辽吉省委旧

址陈列馆讲解员，由革命后代生动地讲述白城

本土英雄的事迹，有效提升了辽吉红色历史的

知名度。

近年来，白城市依托红色资源相继开展了“红

色地名”宣传教育工作、红色故事演讲大赛、红色

故事“七进”活动、研发访谈式党史教学课程、举办

红色历史读书会、启动“红色微课·走读白城”活

动、辽吉文化宣传活动等。“接下来，我们将不断整

合力量，让全市的红色资源通过各种形式遍地开

花，发挥更多更大的引领和助推作用。”白城市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闯关夺隘闯关夺隘 赢得喝彩赢得喝彩
—歌舞剧歌舞剧《《辽吉记忆辽吉记忆》》舞台背后的故事舞台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磊张磊 尹雪尹雪 实习生实习生 刘一潼刘一潼

首演后，部分创作者和演职人员合影。

▲▲

舞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