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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 通
讯员 谭佳奇）5月11日，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金波一行来平，就“黑土
地”司法保护工作进行调研。市委书
记郭灵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
参加相关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姚令军、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立
英陪同调研。

刘金波一行先后深入中国黑土
地博物馆、梨树百万亩绿色食品玉米
标准化基地核心区、梨树县卢伟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地调研，详细了解
黑土地司法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生产机械化情况等，并与相关负
责人就黑土地保护、人才机制建设、
提升综合效益等情况进行深入交
流。随后，调研组一行到四平战役纪
念馆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刘金波指出，四平市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不断深化拓展“梨树模
式”，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切

实加强对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
熊猫”的司法保护，黑土地保护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希望四
平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明确要求，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加大对黑土地
的司法保护力度，为国家粮食安全
贡献四平力量。

省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党支部
同时在平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切实加强黑土地司法保护工作

刘金波带队来平调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爽）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的决策部
署，5月12日，市委书记郭灵计实地调研
我市在建城市重点项目进展情况。他强
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高质高效推进城市重点项目建设，持
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打造城
市品牌，努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
实、幸福感更可持续。

郭灵计首先来到东丰路（一经街—
平东大街）道路工程现场，察看工程进
度，并就道路绿化提出具体要求。他强
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力争早竣工、早使用。要坚持绿化
与工程同步，精心规划道路绿化，做到建
一条、绿一条、美一条。要系统研究统筹
推进，让水体、岸线、步道、绿化、公园等
融为一体，打造错落有致、层次分明、蓝
绿交织的风景线。

“仁兴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正紧张施工，一
派繁忙景象。郭灵计详细了解项目进
展情况，强调要合理布局业态，增强服
务功能，融入城市特色，丰富街区内涵，
打造集旅游休闲、生活消费为一体的特
色街区。要突出人性化管理，完善停车
位、公厕等配套设施，为群众和游客提
供更多便利，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旅
游、消费环境。涉及区要落实属地责
任，加大支持力度，解决瓶颈难题；市直
相关部门要超前谋划、强化宣传，形成
加快建设特色街区的强大合力。

在南北河两岸生态修复工程新华公
园生态缓冲带建设项目和康平街绿化工
程现场，郭灵计一路走一路看，要求加强
顶层设计，科学配置栽植密度，多样搭配
花草树木，增强景观的层次感、色彩感和
观赏性。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对公园、

街路林木花草的管理和养护，切实保证
绿化效果、提升绿化质量，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丽宜居环境的期待。

在察看市委党校异地新建工程建设

情况后，郭灵计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牢
固树立质量和安全意识，做到进度加速、
质量达标、安全生产。要注重结合党校特
点和功能需要，精益求精处理好每个施工

细节，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建成投用。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一明，市委常

委、秘书长罗生存，市委有关副秘书长参
加调研。

郭灵计在调研在建城市重点项目时强调

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 打造城市品牌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可持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莹 通讯
员 王莹）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加强
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提升师生艺术
素养，5 月 12 日，由市政协文教文史
委、市书画院主办，梨树县育才中学承
办的“立德育才、翰墨传薪”书画进校
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梨树县育才中学举
行。市政协主席侯川出席启动仪式。

市政协副主席赵青山在致辞中
指出，这是一场高举旗帜，砥砺奋进，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活动，
也是市政协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开展“书画七
进”系列活动的一次生动实践。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充分激发青少年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让青少
年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奔赴”，促进
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富有民族
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源源不绝的
力量。

活动中，侯川等领导走入书画区
和师生共同感受书画魅力。市政协
书画院的20余名书画家现场挥毫泼
墨，即兴创作书画作品，为师生提供
了一场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提高水
平的书画创作盛宴，也为同学们呈现
一堂生动的书画指导课。同学们认
真观察、仔细揣摩各位书画家的创作
技法和艺术境界，从而提升自己在书
法、绘画方面的创作水平和鉴赏能
力。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学习书画的兴趣，对书画知识
有了更深入了解，获益匪浅。

此次活动的举行，为学生、教师、
书画家共同参与书画知识交流和创
作搭建平台，引领学生感受书画艺术
之美，激发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和语
言文字的热爱之情，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

市政协秘书长张秀权，市教育局
和梨树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梨树县
育才中学部分师生参加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孙莹 通讯
员 王莹）5月12日，市政协召开民办教
育调研座谈会。市政协主席侯川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赵青山主
持会议。

侯川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关系到千家万户。民办教育是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吃透用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相
关政策，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

育初衷和使命，明确目标，抢抓机遇，充
分发挥民办教育的办学优势，提升民办
教育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满
足城市发展对多样化、个性化和优质教
育的需求，推动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

侯川强调，要筑牢立德树人根基，
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和育人导向，优
化教育总体布局，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
合，强化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
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政府及有关部门管
理民办教育的职能，加强对民办教育工
作的指导，在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办
教育上下真功夫、硬功夫，平等对待公
办和民办教育，真正把民办教育事业抓
紧抓实抓好，确保均衡发展，推动我市
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会前，侯川一行实地了解梨树县育
才中学的教学硬件设施、师资队伍建设

和教育教学等情况，并观看了学生的“校
园第一操”。会上，梨树县育才中学主要
负责同志汇报了学校的整体情况；梨树
县人民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汇报了全县民
办教育学校的整体发展情况；市、县两级
政协委员分别就民办教育健康快速发展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市政协秘书长张秀权，市教育局、
市实验中学主要负责同志，梨树县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5月12日，市委书记郭灵计实地调研我市在建城市重点项目进展情况。 全媒体记者 韩振伟 摄

筑牢立德树人根基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市政协召开民办教育调研座谈会

城市宛如一只手掌，大街小巷的
故事就像布满手掌上的掌纹。位于仁
兴街上的道里老电影院，是留存在老
四平人记忆中最深的纹理。仁兴街南
四马路，处于鳞次栉比高楼之中、已经
83岁高龄的道里老电影院早已焕发出
符合这个年代的勃勃生机，变身为时
尚现代的道里电影院，但它身上依旧
保存着这座城市的光影印记。

几代人的难忘情怀
对于道里老电影院，上世纪四五

十年代出生的人有着特别的情怀。
“我年轻时娱乐活动很少，能看上一
场电影是件奢侈的事，一方面是因为
工作忙，另一方面工资大多数都用在
日常家用上了。”75 岁的王阿姨说。
虽然当时日子过得清苦，但爱人知道
她喜欢看电影，所以总是想方设法让
她如愿。令她记忆最深的两次去道
里老电影院看的电影是 1970 年和
1971年，1970年是儿子出生前不久爱
人给她买票看了《智取威虎山》，1971
年是女儿几个月大时，为了让她散散
心，爱人又买票看了《卖花姑娘》。“这
两部电影可以说是当时特别流行的
影片，尤其是《卖花姑娘》在四平特别
火，票很难买到。”王阿姨面带幸福的
笑容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
于道里老电影院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感
情，“在那样的年代，电影或许是对于
精神世界少之甚少的安慰与消遣，因
为在那里我们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和世
界的更多形态。”57岁的王常军说起在
道里老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眼波里
流动着无限的回忆。

王常军出生在仁兴街四马路，他
记得儿时家里有农村亲戚进城，都要
在他家住一宿，第二天顺便到仁兴街
上逛逛，“因为当时仁兴街四马路可以
说是最繁华的地方，到附近的红城饭
店看看，再吃张李连贵大饼，如果有幸
买到一张电影票，看场电影就更完美
了。”王常军说。他爷爷的四哥，他叫
四爷爷，就把在道里老电影院看场电
影当作是完美的享受。

王常军从小就喜欢看电影，《南征
北战》《地道战》等影片满足了他对军
人最初的印象；青年时期，《艳阳天》等
影片让他感受到乐观精神以及对爱情
朦胧而又渴望的情愫。“我们那时候谈
恋爱哪像后来的人啊。”王常军回忆
说，“只有在光线较暗的电影院内，才
能和喜欢的人近一些。”

“记得父亲单位会时不时地发电
影票，但数量有限，所以每次都是由父
亲或母亲带我们兄弟几个轮流去看，
每每轮到我，都是头天晚上兴奋得半

宿睡不着。”“70后”李静说起看电影的
美好回忆，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手工绘制电影海报
“当时要放电影前几天，道里老电

影院门口就会贴出宣传海报，都是手
绘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美术，所以很留
意。”80岁的刘大爷说，他记得电影院
放映《渡江侦察记》时，就是因为那画
得栩栩如生的海报才买票去看的。

据道里电影院经理吕轶介绍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以前的电影海
报都是由电影院的美工，根据故事梗
概和剧照手绘完成的。绘制海报的工
作量很大，有的要创作近半个月才能
完成。

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不仅有手绘的
电影海报，还有电影票。刘大爷回忆
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电影票都是
用那种薄薄的纸印制的，票面上左右
分别用或红或蓝的颜色印着几排几
号，中间是电影院的名字。成人票是2
毛钱，学生票1毛钱。

那充满梦幻的年代
“道里电影院最早是 1933 年修

建，原名叫‘四平剧院’，当时地点在
道里南五马路，北邻现在的铁路俱乐
部。1940年，在南四马路现在道里电
影院的位置修建了新的‘四平剧院’，
后毁于战火。1948年，四平解放后重
新修复，改为‘6008部队礼堂’。1954
年，市委宣传队接管，更名为‘道里电
影院’。1966年，‘文革’爆发，所有的
故事影片几乎全部停映，电影院更名
为‘东风电影院’。1976年，又改回为

‘道里电影院’。”吕轶介绍说。
从建院开始，道里电影院一直是

四平地区暨四平市放映收入最高、放
映质量最好的影院。1954 年被评为

“省级二等电影院”。上世纪70年代
以前，道里电影院是全市唯一有宽银
幕镜头的影院。宽银幕影片《风从东
方来》《老兵新传》第一次在我市放映
时，影院基本座无虚席。

1988年，在四平电影公司推动下，
从影院改造专项基金中借款60万，自
筹资金40万元，对影院进行全面装修
改造。把电影院变成以电影放映为
主、多功能文化活动为辅的娱乐中心，
并采用中英双语服务，夺得全省第一
家的声誉。当年实现各项收入105万
元，影院职工达到60人。

“记得 1971 年放映《卖花姑娘》
时，一票难求”，道里电影院退休职工
张景琴回忆起从前电影院的辉煌时
说。现在几十元一张的电影票已经很
普遍了，但那些关于电影院的回忆却
一帧帧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书画进校园 翰墨润桃李
侯川出席书画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道里老电影院 梦幻般的那些年
全媒体记者 刘莉

南河夜景 全媒体记者 宋莹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