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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空气散发着艾草的清香，我在阅读，窗外的微风轻轻
吹拂，掀动案头微合的名著……”

4月6日上午，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在市新华书店二楼，一场
以“玫瑰书香·悦美龙江”为主题的读书沙龙分享活动正在举行。
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支队长郭敬彬创作的读书感悟《在历史长河
中寻找生命之光》，和朗读者、阅读者一起赴这场书香之约。

本次活动是由市新华书店、北林区康庄街道人和社区和君子
影视团队联合举办的，意在为热爱阅读的人们搭建一个交流思想、
分享感悟的平台，激发大家的阅读兴趣，在书香中提升自我，享受
阅读带来的美好时光。

“绥化这个名称满语意为艾蒿，吉祥安顺之意，说明那个时候
我们脚下这片地域地广人稀，是一片莽原……”绥化地方志研究者
韩鹏宇为大家带来家乡名字由来的讲述，当他展示古朴典雅的满
文“绥化”二字时，众人为之赞叹：“原来家乡的文字可以这么美！”

绥化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一方红色热土，是一个英雄辈出、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重要的革命老区。作家魏巍名作《谁是最可
爱的人》的主人公马玉祥就出生在青冈县祯祥镇吉星村。张月君、
赵淑华和张淑华三位朗读者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篇传颂了70多
年的经典名篇，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从心底里缅怀为祖国的和平安宁、为人民的幸

福生活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
人和社区工作人员创作并朗诵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赞美了

一个个坚守岗位、忠于职守、辛勤工作、乐于奉献的普通劳动者，龙
江好人、绥化首届十佳道德模范石永固为大家分享了他多年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奉献爱心的体会。国家级播音员、北林
区语言艺术表演协会主席李大勇一首《唐诗里的长安》让人们穿越
时光隧道，走进熠熠生辉的古都画卷。

读书分享沙龙现场，气氛活跃，参与者踊跃发言，分享自己的
阅读心得，语言和眼神的交流中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沉浸于阅
读带来的乐趣之中。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名作佳篇所传递的阅
读力量将延续，滋养每个人的心灵，在生活和工作中书写属于自
己的人生华
彩篇章。一
书一世界，一
阅 一 芳 华 。
临别时，大家
相约下次读
书沙龙分享
的时间。

本报讯（姜仁彬 特约记者段金林）庆安县庆安镇在建
设绿乡花田风景区过程中，通过搭建花卉观廊、墙体彩绘、炕
围画展、庭院花圃等四个平台，让绚丽花朵常年绽放，形成了

“好花不常开，好景却常在”的景观，同时也创造了文旅价值。
辟建赏花暖棚。镇政府引导农民将种植蔬菜和种植

花果融合起来，建议农民们在暖棚里种植草莓，这样花期
长达四五个月，农民非常认可。这样的花棚，全镇逐渐建
了130多个，游客到这里既可以赏花，又能体验采摘的乐
趣，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休闲的好去处。农户还对暖棚进行
了创新，建了阳光温房、观赏走廊、品香居室等休闲场所。
不断扩大种植种类，不但种植草木植物，还种植木本植物，
引进了樱桃、苹果、仙桃等树木。为吸引游客，还经营起

“定制产业”，推出了挂牌定制、采摘定制、造型定制等新型
模式，游客在棚内任选一棵花树进行挂牌认领，技术人员
根据游客要求，通过剪枝、嫁接等方式，打造好形状后再出
售，这种做法使花树出现热销局面。

打造彩绘墙体。镇政府动员27名有绘画基础人员组
成墙体彩绘队伍，在邻路邻街进行墙体彩绘，并聘请市县
美术专家到现场指导。这些墙体彩绘突出描绘各个历史
时期的花草景色，通过墙体花绘把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巧
妙融合，让人们感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美丽与和谐。为展示
庆安镇百年前的景象，在墙体上描绘出了鸟停飞檐、花开

屋脊、果映农院等图案，这样的墙体彩画有1800延长米，彩
图有270余幅，游客每到一处，都可观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创造花绘炕围。乡镇村干部动员农户绘制精美的花
鸟鱼虫和自然风光的图案画在各家的炕围上。这样的炕
围画一般有半米高，大多由画匠和学生自己绘制，用的是
彩色涂料，再涂上一层清漆封面，既可达到室内清洁的效
果，又给人视觉享受，很受农户青睐，不时吸引游客驻足观
赏。有的农户还把炕围画搬到网络上展示，让年轻人认识
和了解这门独特艺术。

建设花园庭院。庆安镇因户制宜，一户一景，在庭院
栽花植树，把院子打扮成百花绽放的小花园。他们还通过
典型户示范的带动，很快形成了争创美丽庭院的热潮。农
户纷纷拆掉围墙，留足空间，栽花布景。在墙壁上设置木
栅栏，摆放各式花盆；在院墙藤架上，栽种葡萄和葫芦；在
院中开办民宿、饭馆、超市、商铺，这种小规模、渐进式、求
实效的方式，不仅使得庭院美起来，街头巷尾也繁华起来，
美丽乡村得到充分彰显。

庆安镇搭建“四个平台”让花景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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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中学时代的一位老班长组织了一次
同学聚会。作为发起人，老班长率先起来致辞，但话还
没有说到一半，一位事业有成的同学就很不礼貌地插
话：老班长，以后咱们同学聚会别每个人出份子钱了，挨
个掏钱太丢人，这次聚会所有的费用我全包了。

此话一出，老班长顿时无语，而其他同学们也都面
面相觑，一场本应该很热闹很温馨的聚会，最后不欢而
散。同学、战友间聚会，尤其是多年不见的同学战友们
聚会，主题应该是忆当年，回忆曾经共同参与演绎的那
些美好的往事，回忆美好的青春岁月，并以此拉近已经
疏远了的同学战友情谊。

然而，当下这种现象多有发生，同学战友聚会，忆当
年的是越来越少，比现在的是越来越多。过去在一个教
室里共同学习成长的同学，后来由于每个人的发展际遇
不同，有些人的事业轰轰烈烈，而更多的人则是平平淡
淡，甚至还有少数很不如意。如果在同学、战友聚会上
比现在，就会造成很多同学、战友对聚会的恐惧，从而形
成一个新的社会族群：恐聚族。现在的网络上都有了

《恐聚族之歌》：都来嫉妒你，看你炫出的家底；都来羡慕
你，看你秀出的传奇；兴奋的相聚还有兴奋的一个你，个
个都是表演的影帝。

在同学、战友聚会上，个别成功者过分炫耀自己的成
功，不仅会让自己疏离同学、战友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而且
对部分生活不如意者也是一个心理伤害，这也是“恐聚族”
形成的一个原因。因此，我以为，参加同学、战友聚会，就
应该以同学、战友的身份参加，无论你多么成功，也应该放
下目前的身价，以一个最普通同学、战友的身份忆往昔难
忘的岁月，这会拉近同学、战友间的情意，让同学、战友间
的友谊更加纯粹，让“恐聚”的同学、战友不再恐聚。

在青冈县教育局关工委的广阔舞台上，青
冈三中原校长、现年68岁的“五老”人员刘国
斌致力于关心下一代事业，他不仅是思想教
育的积极传播者，更是雷锋志愿服务精神的
坚定践行者，他用行动书写着动人篇章。

刘国斌深入社区为困难家庭的孩子们撑
起一片知识的天空。在这些孩子眼中，他不
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更是心灵的呵护
者。他细致地关注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用
专业的指导和贴心的关怀，驱散他们求学路
上的迷雾，激励他们勇敢追梦，凭借自己的努
力创造美好的未来。

李猛因家庭困境面临辍学，刘国斌了解
情况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他前往学生
家中了解情况，多次携带物品看望李猛病重
的爷爷，并请来医生为老人治病。为了让孩
子重返校园，他多次与学校领导协商，最终免
去了李猛的所有费用。此后，他又联系老师
为孩子义务补课，为李猛购买学习用品，还时
常到家中询问学习情况。刘国斌的善举，不
仅让李猛重新获得学习机会，更在他心中种
下了感激的种子。

刘国斌心系社区老人，组织志愿者为他
们送去关爱与温暖。他带领大家修剪花草、
打扫卫生，改善老人的生活环境。他时常来
到老人家中，陪伴老人聊天解闷，给予他们精
神上的慰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
如同春风化雨般滋润着老人的心田，也赢得
了社区居民的广泛赞誉。

刘国斌的志愿服务，不仅帮助了那些处
于困境中的人们，更传递了社会的正能量与
温暖。他的事迹激励着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
中，关注弱势群体，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
氛围。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的真
谛，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与典范。

刘
国
斌

把
温
暖
送
到
群
众
心
中

赵
福
录

闫
海

明水县法律援助中心
化解一起农民工欠薪纠纷

本报讯（马大雨 特约记者高伟）近日，明水县法律援助中
心成功为明水镇村民闫某追回被拖欠的劳动报酬1.8万余元，
切实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彰显了司法为民的责任担当。

去年下半年，闫某在明水县某工地从事劳务工作，双方约
定工资按月结算。然而，施工方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累计拖
欠闫某工资达1.8万余元。闫某多次与用工方协商无果后，于
近日向明水县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案件后，迅速启动“绿色通道”，指派经验
丰富的法律工作者介入调查。工作人员通过查阅合同、考勤记
录等证据，确认欠薪事实，并多次与用工方沟通协调。考虑到闫
某经济困难，援助中心主动简化流程，优先办理，并结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法律援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用工方
释法明理，强调恶意欠薪需承担的法律后果。经过多次调解，双
方最终达成一致协议，用工方于近日全额支付了拖欠工资。

“感谢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让我不用再为讨薪奔波！”拿
到工资的闫某难掩激动，对工作人员的专业与高效表示由衷感
谢。此次案件的成功化解，不仅为当事人挽回了经济损失，也
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明水县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聚焦农民工、残
疾人等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深化“即接即办”工作机制，通过法
律宣传、精准援助、多元调解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贡献法治力量。

本报讯（高广君 全媒体记陈骁）4月8日，市公安交通警
察支队宣讲团走进望奎县莲花镇中心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为乡村孩子们送去了实用的
交通安全知识，提升乡村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课堂上，民警结合乡村道路的实际特点，通过通俗易
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案例和活泼多样的互动形式，详细
地讲解了步行、乘车和骑车等方面的交通安全知识。考虑
到乡村道路车流量较大，且部分车辆行驶速度较快，民警
特别强调了在过马路时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
可追逐打闹或突然横穿马路。此外，民警还利用精心制作

的交通安全宣传动画片，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帮助他们
更好地理解交通安全规则。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课堂上气氛热烈，学生们积极
举手发言，与民警进行互动。

为了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扎根在学生们的心中，宣讲团
民警还向学生们发放了精心准备的交通安全宣传手册。这些
手册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包含了交通安全常识、事故案例分
析以及自我保护方法等，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学生
们纷纷表示，要将这些宣传手册带回家中，与家人一起学习，
共同遵守交通规则。

我市交警走进乡村小学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管存）近年来，安达市老虎岗镇
紧盯低收入不稳定户、患病突发返贫户等重
点人群，不断健全完善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精
准发力落实产业、就业等帮扶措施，做到发现
一户、帮扶一户，确保低收入人群在生活上无
后顾之忧。

“种地、养绵羊、种房前屋后小菜园、当保
洁员（清扫屯内街道），今年我们家肯定不拖全
村‘后腿’。”老虎岗镇利民村七组孙淑荣高兴
地说。59岁的孙淑荣和一个未成家儿子相依
为命，靠种地维持生计。前几年，为给丈夫刘
大山治病家里债台高筑。当孙淑荣对生活绝
望的时候，经村民推荐，村委会和村民代表研
究决定，把孙淑荣列为重点帮扶对象。

2022年，孙淑荣看到周围许多养羊户发
了财，心里痒痒的。她投亲靠友借了2万元，
在外地购回东北绵羊21只，其中母羊15只、
羊羔6只。由于初次饲养，管理不善，还不到
半年，羊群不但没有发展，母羊产后得病伤亡
6只，孙淑荣遭到严重打击，因此对养羊业失
去了自信心。就在这时，老虎岗镇政府和利
民村党支部以及包扶单位安达市审计局送来
了“及时雨”，了解孙淑荣情况后，立即委派了
帮扶干部，落实了小菜园政策和公益性岗位
等就业措施，又帮孙淑荣重新振作精神又养起
了羊。

“2023年—2024年，仅两年时间，孙淑荣家
靠清扫屯内大街、小菜园种植、种地、外出务工、
养羊实现了年人均纯收入1.2万余元。”安达市审
计局帮扶干部说。

像孙淑荣这样依靠党的好政策和各级干
部的帮扶，凭借自身的努力，消除返贫风险的
生动事例，在老虎岗镇只是一个缩影。截至目
前，全镇累计转移就业 2340 人，合作社打工
226人，公益性岗位安置清扫村屯路64人。

老虎岗镇多措并举
拓宽低收入户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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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绥化市律师
协会组织青年律师们来到
绥化英烈园开展祭扫活动，
并结合行业实际向市民们
开展普法活动，提升市民法
律意识，做知法懂法守法好
市民。

图为青年律师杨树辉
向市民宣讲《中华人民共和
国 英 雄 烈 士 保 护 法》。

全媒体记者 刘华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