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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今天今天

各相关权利人：
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

建以及其他公共利益需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国土资源部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二款规
定，经双辽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
定依法收回下述地块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公告如下：

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

本公告期限为十五个工作日。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与上述公告收
回地块有关的补偿安置、抵押查封等
事宜，全部由双辽市土地储备中心负
责解决；同时，请公告收回地块上的
土地使用权人及时到我局办理不动
产权注销登记手续。与此相关权利
人对本公告有异议者，请于本公告期

满前向我局提出异议申请，逾期无异
议或者异议不成立、未到我局办理不
动产权注销登记的，我局将以本公告
作为告知依据，依职权直接收回并注
销上述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联系电话：0434-5090017。
双辽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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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国 营 双

山 鸭 场

中学

四至范围

(以规划条件为准)

东至空地；南至吉

林省国营双山鸭

场小学；西至道

路；北至道路。

面积(㎡)

14729.45

从山东老家返京前，亲戚再三叮嘱，要我带上农特产品。
暗自嘀咕，还能有啥？生姜、大葱，还是花生、芹菜？让人意外
的是，两箱泡菜包装严实、品质上乘。“大白菜都是自家种的，
要出口韩国的咧！”客气之余，难掩自豪。

老家是传统农业大县，白菜几乎家家都种。以前，这一用
来过冬的“主菜”，藏在地窖里容易坏，拿到集市也卖不上价
钱。受益于当地泡菜产业的发展，白菜不再只卖“白菜价”，身
价可涨3到8倍，还成了创汇的主力。

一“泡”而红，重点在“目光四射”。产业的发展不是空中
楼阁，资源优势是基础，因地制宜是方法，关键还得跳出一隅
找定位，打开视野去探索。

以山东平度仁兆镇为例，这里水土资源优质，蔬菜种植历
史悠久，为产业扎根提供了“土壤”；营商环境的改善，给产业
拔节带来了“水和空气”。但如果只盯着一个乡镇、一个市县
谋思路，白菜就还是白菜。

仁兆镇的菜农菜企关心韩国物价、关注太平洋台风，笑言
“是挣着白菜的钱，操着十几个国家的心”。正是主动拥抱全
球产业链，以己之长补他人之短，当地的特色产业实现了从农
业到工业、从县域到国际的重要转型。如今，该镇泡菜企业每
年创造大约1.5亿元产值，产品畅销十几个国家。

将思路延伸，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陕西的柞水木耳……
这些农村产业的大发展，无不是由特色起家、于大局着眼，在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了产业的跃升。由此，更能领悟

“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
韧性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方面”。

成形起势，总少不了“几把刷子”。地还是那块地，菜怎么
就摇身一变，卖上好价钱、卖到国外、卖出底气？

标准是依托，品质是保障。无论是满足国内消费升级，还
是出口国际市场，都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必须摆脱粗放
发展，追求精益求精。从选种、种植、收获，到腌制、拌料、预
冷，每一道程序都要严格管理温度，确保菌落总数符合标准。
一棵大白菜的“身价”，正浓缩于此。

因而更能理解，为何“藏粮于技”与“藏粮于地”一样重
要。从白菜到泡菜的蝶变，有育种的优化，也有田管的改良；
有环保、消防的全面考虑，也有贸易、物流的精细运营。得益
于科技的赋能加持、深加工的延链补链，越来越多的传统农产
品突破“微笑曲线”的底端束缚，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实现了
从产业链低端到中高端的“骐骥一跃”，淬炼出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更充分的议价定
价能力。

乘势而上，“东风”也不可或缺。泡菜产业兴旺，顺势带火了“蔬菜经纪人”。用
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每天忙的就是“种全国、买全国、卖全球”。

怎么实现的？因为市场相通、规则相联、产业相融。青岛海关即报、即检、即
放，助推特色农特产品加速“出海”；蔬菜直采直发、冷链运输，实现从产地到餐桌的
高效闭环。从田地里的一棵白菜，到餐桌上的一道泡菜，再到港口码头的一派繁忙
……新发展格局的效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红利，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在泡菜产业
的茁壮成长中得以具象化体现。

返程路上，不经意间瞥见“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的标识。很
难想象，“高大上”的招牌，与一棵普通的白菜会产生如此剧烈的“化学反应”。有理
由相信，当更多地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与产业优势深度耦合，我们迎来的将不
仅是几种农特产品的发展跨越，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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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2 月 20 日,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
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
领和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但
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击，红军英勇战斗，取得很大胜利。刘志丹在战斗中
英勇牺牲。 （党研）

近年来，我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在薪火相传中聚焦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铸就
了四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最强
内核”。

文明培育凝聚人心

“手捧‘四平好人’这份沉甸甸的
荣誉，我感觉这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
一种责任和担当。我会倍加珍视这份
荣誉，更加自觉践行‘好人’行为标准，
以实际行动为大家做好榜样示范。”

“四平好人”颁奖盛典活动中，一个个
感人的事迹让大家动容。

选树时代典型,释放榜样力量。出
台《四平市礼遇和帮扶道德典型的实
施办法》，持续举办“四平好人年度人
物”颁奖盛典活动，截至目前,共评选出

“四平好人”千余名。其中我市韩凤
香、刘宝芹荣登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
好人榜”。广泛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主题教育系列实践活动，评选
146名四平市“新时代好少年”和标兵，
15 人获评吉林省“新时代好少年”，我
市孙湘茗的事迹在吉林省“新时代好
少年”发布活动中被重点宣传展示。
开展市民文明素质提升行动，加强《四
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普及宣传，推
动文明实践与文化服务、生活服务相
融合，在全市5家新华书店挂牌成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文艺精品擦亮底色

文化惠民深入开展。深耕“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四平市第
二届群众文化艺术周”、四平市第九届

“古典之韵·民族风情”千人艺术广场

舞展演、伊通二道镇石场村“农民村
晚”等品牌群众文化活动，以及“小雏
鹰红色阅读推广”“好书推荐官”等文
化品牌。艺术周活动在参演人数、原
创歌曲推出量、现场观看人数、节目受
欢迎程度等方面创造了四平历史之
最，10 余万人次观看了活动；广场舞
活动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播出，当
日点击量达6.5万人次。创新培育“换
书大集”“美术公益教育”品牌活动，其
中换书大集共设置 8 大板块、12 项文
化活动、提供 75 个家庭个性定制摊
位，参与活动的闲置图书达 5000 余
册，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持续开展
春节、端午节、国庆节等节假日主题活
动，“迎春纳福”秧歌大赛、“巧手过端
午，节日进社区”“迎国庆 颂祖国——
红色主题美术作品网络展”等系列惠
民活动。全市完成送演出下基层 192
场，文化惠民活动412次，参与观众近
66万人次。

文艺精品不断涌现。“‘繁花竞
放’向祖国汇报——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吉林梨树二人转专场演出”在
北京民族文化宫成功举行；二人转

《斗牛》《守望》分别入围马街书会优
秀曲艺节目展演、中国曲艺牡丹奖全
国曲艺大赛（长治赛区），演员张朝帅
获得第十三届全国曲艺牡丹奖新人
奖；二人转《圆梦》《神火娘娘》《守岛
夫妻哨》荣获吉林省舞台艺术“桃李
梅”二人转·戏剧小品剧目奖；创排原
创情景剧《据说·东北二人转》，并成
功首演。

“英雄之城 红色四平”城市形象
激发壮志雄心。我市全力打造了“英
雄之城 红色四平”为最鲜明、最亮

丽、最宝贵的城市名片，养英雄气、传
英雄志、创英雄业的生动局面正在形
成，为打赢四平经济攻坚战、荣誉保
卫战提供坚强精神动力。设计统一
宣传语标识图片，将其融入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色教学
点位讲解词中，丰富“英雄之城”独特
精神内涵，将英雄的精神、英雄的基
因融入四平人民的灵魂和血脉。联
合新华社推出“英雄之城 红色四平”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线上图片展，
累计浏览量达 19.7 万次以上。举办

“英雄之城 红色四平”多彩文化展、
“城市记忆 魅力光影”主题摄影展等
活动，75 集系列短视频《这就是四平》
点击量突破500万。

主流舆论坚定前进信心。推出
“劳模工匠话四平”系列宣传片等多个
特色栏目，报道 350 余篇（次），《人民
日报》《吉林日报》等对黑土地保护、情
系英城恳谈会等深度报道 150 余篇
（次）。“小编带你找工作”“对话民营企
业家”等特色栏目为民营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力，中央电视台 CCTV10 频道

《味道》栏目让李连贵熏肉大饼、正红
旗烧鸽子、名扬烤肉等四平特色美食
飘香全国，“早安四平”“遇见四平”等
3500 余条（次）暖心推文与“铁粉”如
约而至，“四平秋收图景”“英城好丰
景”专栏描绘出四平崭新画卷。

文化产业蹄疾步稳

我市自然风光秀丽、人文底蕴深
厚、交通条件便利，具备较好的游客吸
引力和市场营销力。我市结合实际，
开展提档升级，促进生产新业态产品，
文化产业发展蒸蒸日上。

加快新、续建项目建设。推进伊
通悦如火山温泉项目、黄岭子水上乐
园等 4 个续建项目，双辽宝山乐野农
旅产业园、秀水乐稻农旅产业园等 5
个新建项目，截至目前，丛泉湖主题乐
园、双辽乐稻农旅产业园等 6 个项目
已建设完成。成功招引巨展活力城星
际π运动潮玩基地；四平市游泳健身
中心项目有序推进中；积极与启迪集
团进行洽谈，推进滑冰馆功能性内装
及制冰设备购置安装等项目建设。

景区景点提档升级。玉米主题街
区获评省级文旅休闲街区；新评定四
平烈士陵园等 3 家 3A 级景区，梨树睿
鹏博物馆、伊通红荟湾水上乐园等4家
3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组织伊通欢
欣岭、铁西天宝乐园、铁东云翠谷3家
企业申报4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伊
通桃花源申报乙级旅游民宿，双辽百
禄村、伊通世外桃源申报丙级旅游民
宿，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双辽太平
鼓步行街申报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在吉林省旅游商品大赛评比中，我市
拓华生物冰咖啡面膜获银奖，美术馆

“旗服”“美满”文创书签、李连贵熏肉
大饼、扁鹊砭石3家产品获优秀奖。叶
赫那拉城的“夜场主题灯光秀”、伊通
世外桃源的“光影夜游节”、仁兴里沉
浸式文旅街区“白小白大舞台”等，实
现“白+黑”旅游产品供给。

文化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根脉与
灵魂，更是一座城市自豪感、自信心、
凝聚力的源泉。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我市正踏着建设文化强市的铿锵步
伐，与时代同频共振，一幅不断建设
文化强市的宏伟画卷正在四平大地
徐徐铺展。

文化沃土绽芬芳
——我市推进文化建设记事

全媒体记者 崔圣驰

北风凛冽，寒意犹存，黑土地上
的积雪还未消散，在阳光照耀下闪烁
着银光，“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中有
机质和养分，改善土壤结构，减少环
境污染，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站
在被积雪和秸秆覆盖的黑土地之上，
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韩凤香蹲下身子，摘下手套，
翻开被秸秆覆盖的土壤，仔细察看。

多年前，韩凤香大学毕业返乡创
业成为一名“新型农民”，她以现代农
业标准为武装，以农机科技为引领，
以振兴乡村经济、脱贫致富为目标，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积极推广
“梨树模式”，带领本村农民致富增
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被村民
们称为凤凰山里的“金凤凰”，她曾获
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吉林省劳动模
范、四平市十佳农村致富带头人、四
平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2013 年合作社正式成立，通过
实施配置专业化、管理科学化、服务
社会化、生产标准化、帮扶人性化的
科学管理，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
韩凤香说。目前，合作社社员已发
展到 158 户，农机具从原来的 30 多台

（套）中小型农机具发展到 73 台（套）
大型农机具，服务周边 10 个村 760 户
农民，集约经营土地近 1000 公顷，并
全部采用“4+2 梨树模式”，通过粪肥
堆沤还田，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节本
增效，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了
力量。

为切实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
猫”，韩凤香带领合作社不断提升科
技水平。“在梨树县委、县政府的扶持
下，合作社纳入梨树县国家数字种植
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目，安装多功
能监测站 24 套，无人机 2 架、自动农

机驾驶设备 15 套。”韩凤香说。通过
对环境、视频等实时数据进行采集、
预警，来指导农事作业，对农机、无人
机作业数据进行监测、分析，实现精
准作业、节肥减药，实现从“靠天吃
饭”到“依天而作”的转变，促进了合
作社提质增收，合作社也被确定为吉
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实训基地。

“我将继续探索从传统农业向智
慧农业转变，实现智能化、精准化‘智
慧’种地，带领社员们多打粮、打好
粮，切实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
的大熊猫’。”韩凤香说。

用科技力量守护黑土粮仓
全媒体记者 张宪双

本报讯（通讯员 王仁海）日前，梨树县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梨树县在深
化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面迈出
了更加坚实的一步。

梨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解决矛盾纠

纷和信访问题为核心任务，通过引入司法局、信访
局、法院、检察院等多个部门，以及人大代表、律
师、调解员等多元化调解力量，构建起强大的综合
治理体系。

梨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设立咨询引导

区、访接服务区、宣传等候区、多元调处区、法律服
务区等多个功能区，通过“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
处、全链条解决”的服务模式，有效整合各类资源，
提高治理效率，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
体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为规
范电动三轮车使用行为，减少因违规驾
驶、非法载客等引发的道路安全事故，全
面提升交通秩序，保障居民安全出行，连
日来，梨树县孤家子镇联合县行政执法
局孤家子分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沈洋中队组建专项整治小组。通过采取
定点设卡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
违规行为展开查处。执法人员秉持教育
与处罚并重原则，耐心地为违规车主讲
解交通法规。整治期间共出动执法人员
26人次，累计纠正违规行为17起。

此次整治工作切实改善了镇内交通
秩序，为居民营造了安全有序的出行环

境。孤家子镇还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微
信公众号推文、居民微信群转发相关链
接等形式，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有效
提升居民安全意识。

维护交通秩序
守护出行安全

梨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正式运行

清晨，市民就早早地来到英雄广场开展文体活动。整个广场充满生机与活力，市民们在这里释放压力，迎接新的一天。 全媒体记者 宋莹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