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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5 月
1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率队
到江西省华彪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考察，并与董事长王昱亮就深化务
实合作、推动项目落地进行了广泛交
流和深入对接。

陈德明一行深入企业生产车
间，认真考察电动自行车产品体系
建设、工艺流程和生产规模，详细了
解企业发展历程、产业集群、市场营
销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德明
简要介绍了四平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他指出，四平市交通区位优越，
人力资源充沛，工业门类齐全，是投

资兴业、布局东北、抢占市场的最佳
选择。近年来，四平加快振兴势头正
盛，投资兴业环境正优，相关政策待
遇优厚，经济社会发展迈出了坚实步
伐。华彪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 5G 共享电动车的领军企业，与四
平区位、政策、市场、人力资源等优势
结合，必将推动地企双方更好更快发
展。希望以此次座谈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双方交流合作，共同推动电动自
行车生产加工基地项目尽快落地落
实，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以赴为企业在平
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完善的产
业配套和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积极

帮助企业拓展市场销路，共同谱写智
慧城市、智慧出行新篇章。

王昱亮表示，四平市产业基础
扎实，发展潜力巨大。江西省华彪
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双方下一
步合作充满信心，将进一步加强交
流对接，优化投资方案，加快推进合
作进程，力争项目早日落地见效，为
四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江西省华彪电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人民出行CEO胡北寒，江
西省华彪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枫；副市长张恒，市政府秘书
长邱岩参加活动。

深化合作促发展 携手并进向未来
陈德明到江西省华彪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长江浩荡，黄河奔腾，一部中华文
明史，蘸着这江河水写就。

“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
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确保
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我们共
产党人做事就是要为了全人类、为了子
孙后代”……多次现场考察，多次主持
座谈，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思
虑长远。

江河沿岸发生着令人感慨的变化：
以前摩拳擦掌地搞开发、搞建设；现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生态保护方面我无论是鼓励推
动，还是批评制止，都不是为一时一事，
而是着眼于大生态、大环境，着眼于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未来”“生
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思考和嘱咐，成

为全党全国领悟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
蕴含的独特生态观的重要遵循。

生态问题，考验大历史观。
“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

孙后代负责。”从自然生态到政治生态，
从发展观到政绩观，锚定的是人民幸福
和民族复兴，一以贯之的是习近平总书
记深厚的人民情怀。

既要只争朝夕，又要擘画长远，这
是一个大党大国领袖的历史自觉。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怎么发展，总书记的话振聋发
聩：“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急就章、竭
泽而渔、唯GDP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
要树立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也就在这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

2021 年全国两会参加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听完林场工人周义哲代表讲述
的砍树变护林经历，总书记笑着说：“你
提到的这个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GDP

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
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是对绿色发

展之路的深邃思考。党的十八大后首
次离京考察，总书记在广东指出：“我们
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
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

正因为追求经得起实践、经得起人
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发展，总书记
2017 年全国两会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
时为拿出“光明磊落”数字的党员干部
撑腰。会场掌声如雷。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辩证处理好
“显绩”和“潜绩”的关系，这是人民领袖
的为民初心。

盲目发展冲动要牢牢摁住。党的
二十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叮嘱：“新班
子起来了，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有大干
快上的冲动，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
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要把这种
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扎实
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

“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
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
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
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
价。”总书记对“显”与“潜”的辩证关系，
作出透彻分析。

这同样是习近平同志从实践中得
来的真知。福建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
同志领导制定的《1985—2000 年厦门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全国经济特区
中率先编制的一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率先编制的一个纵
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一项费心费
力却难见成效的事，但在习近平同志看
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领导者，
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
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
是一个百年大党的历史担当。

“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
人民日报记者 余建斌 刘 毅 董丝雨

30多年前，在那个不知网购、海淘为
何物的年代里，四平仁兴市场和四平百
货二商店一样，是四平人的购物天堂。
琳琅满目的商品、讨价还价的人情往来、
鲜活的人间百态……作为城市里“最抚
凡人心”的地方，仁兴市场连接着千家万
户的“餐桌”“衣橱”，也承载了几代四平
人的温馨回忆。

装着太多人的“第一次”
仁兴市场是仁兴商厦的前身，这座

大楼始建于 1987 年 9 月，1989 年竣工，
1990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为1000多个
个体工商业户提供了优越的经营场所。

作为四平最繁华且具有标志性的商场之
一，大家有事没事，就喜欢来这里逛逛，
这里装着太多人的“第一次”，第一件西
服、第一双高跟鞋……每天都有故事在
这里发生，它是四平人独有的“宝箱”，
衣、食、用、玩，这里应有尽有。

“好像是1999年左右，我在仁兴市场
二楼买了一双人字拖凉鞋，那是我自己买
过的第一双人字拖，当时别提多兴奋了。”
45岁的市民刘女士说，现在回想起来满满
都是怀念。“我的第一双高跟鞋也是在这里
买的，那时候没有网红爆款，也没有时尚大
V教你如何穿搭，但只要在仁兴市场里转
一圈，什么最流行，怎么穿得最潮，心里也

就有了数。”市民高女士感慨道。

四平人心中的购物天堂
对不少80后、90后来说，这座18000

平方米的商业市场是他们曾经的购物天
堂，也是茶余饭后“薅羊毛”的好去处。

“家里缺什么，大都来仁兴市场购买，似
乎生活中的一切用品，在仁兴市场都能
买到，而且物美价廉。”家住铁西区天桥
小区的市民梁女士说，仁兴市场经营商
品种类繁多，吃穿住行都涵盖了。尤其
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总会去逛逛，不逛就
觉得差点儿什么。

“当时仁兴市场一楼是卖百货的，二
楼是卖鞋帽的，三楼以上是衣服、床上用
品……”80后市民黄女士对仁兴市场充
满感情，不管是读小学，还是上初中，每
天放学回家路上最爱跑进仁兴市场逛
逛。“那时候中小学生最流行、最时髦的
学习用品，都是在仁兴市场买的。”黄女
士说。藏在校服袖子里的小手链、偷偷
涂抹的指甲油、送同学的小礼品……仁
兴市场承载了不少百姓的青春回忆。

记忆中的味道令人难忘
除了留在记忆深处的回忆，还有留

在记忆深处的味道。“仁兴市场东门门口
卖的三明治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三明治，
外酥里嫩，口感松软香甜，中间夹着香
肠，咬上一口别提多满足了，每到周末放
假休息我都会排队去买一饱口福，直到
现在我都难以忘怀那个味道。”回想起曾
经的青春时光，市民罗女士满是怀念。

“另外，从仁兴市场西门直走 10 多
米向右拐，就能看到一个小吃胡同，可以
说是当年最红火的小吃街，一到饭点人
特别多，挤都挤不过去，想吃点什么都得
排队，但我就喜欢这种热闹劲儿。”市民
张女士说，饭包、凉皮、饺子……好吃的
东西特别多，充满人间烟火气儿。“我最
喜欢胡同里一家卖饭包的，虽然已经过
去近30年了，但这家饭包的味道依然留
在我的记忆深处。”张女士说。

如今，仁兴市场虽已退出了我们的
视野，但曾经的美好回忆，就如那饭包的
味道一样，永远在我们心中，从未走远。

干净平坦的乡间道路，宽阔热闹的文化广场，充满
地域特色的壁画，精致温馨的农家小院……日前，走进
梨树县喇嘛甸镇喇嘛甸村，如画美景随处可见。随着
梨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乡村
面貌有了质的飞跃，美丽乡村的画卷正在梨树大地上
徐徐展开……

环境改善增“颜值”
“村干部都直接干活，我们老百姓更得干。现在出

门口都是水泥路，两边栽上花、栽上树，这么好的环境
我更得爱惜。”73岁的村民陈喜付正在自家门口帮助村
里修整路肩，说起人居环境的喜人变化，他感触颇深。

“我们组织村民集中开展了清理行动30余次，参与
的村民达到了6000余人,出动车辆机械120余台，清理
了各类垃圾300余吨。同时，集中打造了乡村振兴精品
环线18公里，栽植杨柳4370余棵，现在，不仅镇域人居
环境得到了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了！”喇
嘛甸镇党委书记高艳梅说，喇嘛甸镇始终按照打造花
园式小镇的标准，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创新工作举措，
现在已经形成了领导带头、干部争先、人人参与、村村
创优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梨树县共投入人力10万余人次、车辆设
备2.3万台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5.8万吨、畜禽养殖粪
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30.9万吨，清理农村道路3062公
里，整治农户庭院8.4万个，建立畜禽粪污堆沤还田场
（点）1440个，栽植各类树木10.2万株，新建“四沟四渠”
481公里。

如今的梨树县，越来越多群众受到鼓舞，自发加入
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队伍当中，城镇面貌焕然一新。

内外兼修提“气质”
要想从“一时美”到“持久美”，不仅要改善村庄外在环境，更要提升村民内

在素养，推动乡村“颜值”与“气质”全面提升。
作为宜居宜游和美乡村代表，梨树县孟家岭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引导村

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形成文明卫生和爱护家园的良好习惯，按下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快进键”。“我们组织形成镇村环境整治三级联动,并开展‘美丽
庭院，干净人家’评选活动，‘小手拉大手，家园换新颜’争创活动，进一步提高
群众的参与感、幸福感。”孟家岭镇党委书记苏平说。

以“小家美”带动“全村美”，从“一处美”变成“处处美”。梨树县坚持“党员
主导”与“群众主体”同向发力，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引导干部群众自觉整治清
理房前屋后杂物，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局面。围绕群众卫生习惯养
成，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门前三包、村规民约等，让广大村民在潜移默化中
养成文明卫生习惯，逐步实现“要村民改”向“村民要改”的转变。

树立典型见“成效”
为切实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梨树县坚持以上率下，统筹各部门形

成工作合力，全面压实县级领导包保责任，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标准，强化督
导检查和考核评比，在全县上下形成了合力攻坚农村人居环境的工作热潮。

“我们通过落实日督导、回头看、红黑榜等长效机制，定期对各村开展督查
暗访，全程跟踪问效，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干、全民参与合力干的浓厚氛围。”作
为包保十家堡镇的县级领导，副县长王峰坚持严格督促检查、持续跟踪问效，
对环境整治工作实行量化打分考核，有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各项工作

“多轮驱动”常态化。全面形成了有队伍、有制度、有督查的农村人居环境良好
管护局面，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档升级取得显著成效。

放眼望去，梨树农村从普遍存在“脏乱差”现象，到华丽蝶变成“美丽乡
村”，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功不可没。梨树县将持续突出问题导向，切
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达到点上有“精品”、线上有“风景”、面上有

“形象”，为推进全县实现农业强县目标注入活力源、精气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爽）近
日，记者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获悉，第十七届全国武术之乡比
赛将于 5 月 21—26 日在我市体育馆
举行，这将是我市武术事业发展史
上的一大盛事。

该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吉林省
体育局、四平市人民政府主办，吉林
省体育局乒曲篮武中心、四平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四平市武术协会
承办。来自 94 个荣获“全国武术之
乡”称号城市的 100 支代表队、2000
余人（含随队官员）将来平参赛，共进
行 2 大类 7 个大项目、近百个小项目
的比赛，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8岁，
最大的年逾古稀。

我市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荣获
“全国武术之乡”称号的地级城市之
一。目前有29个传统武术拳种在我
市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共有武术
项目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27人、
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248人、一
级裁判员 58 人、二级裁判 54 人，武
术协会会员已达到 5 万余人。2007
年至 2019 年，我市连续十三年组队
参加香港国际武术节，均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2013年至2019年，连续七
年组队参加全国武术之乡比赛和全
国传统武术比赛，荣获了多枚金牌、
银牌和武德风尚奖。2013 年、2021
年，四平武术协会两次被国家体育
总局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称号。

仁兴市场，承载了几代四平人的温馨回忆
全媒体记者 张宪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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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第十七届全国武术之乡比赛将在我市举行

红开区山东沃普农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移动式粮食烘干机项目，总投资1亿元，主要生产移动式粮食烘干机。预计年生产能力1000台，年产值
50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张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