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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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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Express新闻速递
县启智学校联合公益组织举办活动

搭 建 呵 护 桥 梁
关 爱“ 星 星 孩 子 ”

本报讯（记者 于 水 郑凯薇）4月2
日是第18个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县启智学
校携手中国狮子联合会沈阳代表处红玛瑙
队等多家组织，联合举办“点亮星梦 留下爱
的印记”活动。本次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的参与。活动旨在关注孤独症群体，
为他们搭建理解与包容的桥梁。

活动中，县启智学校校长致辞，向参与
活动的组织表示感谢，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孤独症群体。中国狮子联合会沈阳代
表处红玛瑙队、晨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同志表达了对孤独症群体的深切关怀，
并表示，今后将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将爱心
延续下去。

活动中，心理咨询志愿者与孩子们开
展互动游戏，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现场氛
围温馨融洽。随后，县启智学校和相关机
构献上了舞蹈《吉祥》、非洲鼓《梦想家》等
精彩的表演。孩子们在舞台上自信地展示
自己的风采，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活
动中，志愿者们向孤独症儿童赠送了精心
准备的节日礼物。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此次活动，为孤独症儿童带来了欢乐与
温暖。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孤独症儿童，
为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贡献力量。

太平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召开

聚 焦 经 济 民 生
共 绘 发 展 蓝 图

本报讯 近日，太平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镇政府工作报告、镇
人大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大
会民主票决出三件民生实事项目，列为
2025年太平镇人民政府要完成的民生工
作。

会议期间，代表们进行了分组讨论，并
聚焦经济和民生两大领域进行发言，深切表
达了加速推动全镇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和
对持续优化民生保障的具体需求。（太平镇）

县城区街道强民社区
开展文明祭祀主题宣传活动

保 护 生 态 除 陋 习
文 明 祭 祀 树 新 风

本报讯3月30日，县城区街道强民社区
组织志愿者联合阳光社工团队，开展“保护生
态除陋习，文明祭祀树新风——保护环境 从
我做起”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旨在引导居民树
立文明、环保、安全的祭祀理念。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发放倡议书、设置
宣传条幅等方式，向居民普及文明祭扫理
念，讲解传统祭祀方式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
和安全隐患，倡导大家采用鲜花祭祀、网络
祭祀等低碳环保的方式缅怀逝者。同时，志
愿者还结合典型案例，宣传森林防火的重要
性。居民纷纷在条幅上签字承诺：遵守防火
规定，不在山林、墓地使用明火，共同守护绿
水青山。

强民社区还组织网格员深入居民小区、
沿街商铺、厂房仓库，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
动。 （城区街道强民社区）

本报讯（记者 程 威）2022年
和2023年，我县作为“阜新市国土
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的精品工程实
施区，在巴扎兰石质山创新开展退
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和补植补造
工作，形成了幼龄林、中龄林、成熟
林错落分布、乔灌花草相映成趣的
喜人局面。

工程区创新采用环山等高水
平阶整地和竹节壕节水挖坑方式，
配合使用客土栽植技术，栽植油
松、樟子松营养杯苗，配合试验碎
石覆盖、地膜覆盖、绑缚架杆等保
水抗旱措施，探索困难立地造林、
风口造林模式，对我县荒山造林起
到带动和示范作用，为打破我县造

林地块严重不足的局面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我县在巴扎兰石质山的绿化过
程中实现了四个突破，为石质山困
难立地大面积造林绿化提供了技术
支持：一是使用针叶树容器大苗雨
季造林，解决了浇水难、成活率低的
问题，实现成活率、保存率均突破
95%。二是坑埂播种灌木、草籽，实
现了当年灌草全覆盖，达到乔灌草
混交、针阔混交，色叶混交，荒山造
林混交模式方面实现新突破。三是
采用水平槽整地、扣地膜保湿、石子
覆盖保湿技术，有效留住“天上水”，
减少地表水蒸发，既能抗旱保成活
又减少了水流失。在工程措施、生

物措施、技术措施方面有了突破，积
累了经验。四是在造林绿化的同
时，引入观赏型、经济型树种，在兼
顾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方面实
现突破。

目前，我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了巴扎兰工程区石质山造林新模
式，向荒山石质山要生态、要效益。
同时，结合林下经济发展的需求，在
原有针叶树种保存完好的基础上，
在行与行之间栽植山枣等经济树
种，破解“绿”与“利”之间的矛盾，实
现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的良性互
补和循环，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旅游
奠定坚实基础，生动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巴扎兰工程区石质山造林模式实现“四大突破”

荒 山 披 绿 装 效 益 双 丰 收

本报讯（记者 程 威）去年，
沙拉镇依托查海遗址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以查海文化为核心，高标准
启动实施了查海农文旅融合产业项
目，着力打造龙源文化品牌，建设

“文旅小镇”“花海农业科普”项目，
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镇域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文旅小镇”项目中，沙拉镇
通过与北查海村当地村民合作模
式，对村庄基础设施和景观进行全

面改造提升，深入挖掘蒙古族特色
和查海先民文化。项目计划沿东
沙河建设先民部落、帐篷营地、欢
乐舞台、乡村集市、乡村民宿、农家
饭庄、非遗工坊、民俗体验等主题
设施，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亲子娱
乐、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
旅小镇。

“花海农业科普”项目是集“花
海观赏、田间艺术展示、农业观光、
农业科普、农业研学、遗址文化体

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项目。项
目流转土地约500亩，分别打造了
玉米迷宫、向日葵花海、红薯花生
农业科普、谷粟高粱种植、步步高

“龙纹花海”五个主题版块，融合农
业观光、科普研学与遗址文化体
验。自去年8月花期开放以来，项
目日均接待游客约600人次，进一
步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就业增收，为
镇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
新动能。

沙拉镇努力打造文旅小镇和花海农业科普项目

打造文化新地标 激活田园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刘 超）清明节
前夕，蒙古贞传统文化艺术研究会
和蒙古文书法家协会的四十余名代
表齐聚希日塔拉公园，共同祭奠被
誉为“蒙古文手写体之父”的哈旺加
卜。活动旨在缅怀哈旺加卜大师为
蒙古文书法艺术和民族文化传承所
做出的巨大贡献，进一步弘扬蒙古
族传统文化。

活动中，与会代表向哈旺加卜
的雕像敬献鲜花，并举行了庄重的

祭奠仪式。
哈旺加卜（1908—1991）是中国

著名的蒙古文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
师，也是蒙古文手写体“哈旺体”的创
始人。他以精湛的书法技艺和深厚
的民族文化功底，为蒙古文书法艺术
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
书写的蒙古文毛笔书法被选作蒙古
文印刷楷体，并被国家认定为“哈旺
体”，成为现代电脑软件中蒙古文的
唯一手写体，填补了蒙古文印刷业和

电脑蒙古文楷体的空白。
“哈旺体”的诞生和传承，不仅

丰富了蒙古文书法的艺术形式，也
为蒙古文书法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哈旺加卜的精神和贡
献，将继续激励更多人投身于蒙古
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中。

近年来，我县通过举办蒙古文
书法培训班、书法大赛以及成立哈
旺加卜文史馆等活动，积极推动蒙
古文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哈旺加卜逝世34周年纪念活动在希日塔拉公园举行

牧 野 有 碑 皆 姓 字 春 风 无 处 不 文 章

本报讯 3月29日，“文瀚雅集”
第三期学术交流活动在中国国家版
本馆举行。本期活动以“民族文献的
收藏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题。中国国家版本馆党委书
记、馆长刘成勇，中国国家版本馆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原副馆长李国荣等领导出席活动。
民族文物古籍收藏家、阜新蒙医药研
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海春生与各地专
家学者一起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
刘成勇，中国民族图书馆原馆长、中
国古籍保护协会少数民族古籍保护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贵飙，中国社

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孙伯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
院教授黄维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木仕
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历
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黄金东，民
族文物古籍收藏家、阜新蒙医药研
究所所长等专家分别作交流发言。

海春生介绍说，阜新地区民族
古籍资源丰富，是中华民族交流交
往交融的具体实证。希望中国国家
版本馆加大收集版本力度、扩充版
本数量，创新“请进来”“走出去”人
才培养模式，加强民族古籍文献人

才队伍建设，深化民族文献研究，推
进古籍活化利用与文创开发，让古
籍文字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据了解，此次雅集活动现场展
陈来自阜新地区收藏的多民族文字
典籍珍品40余件，其中包含满文《钦
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蒙古文
《格萨尔王传》、藏文《四部医典》以
及汉满蒙藏《四体合璧文鉴》等珍贵
古籍。

此次活动，提升了阜新地区民
族古籍文献的影响力，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文献支
撑，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增强了城
市文化软实力。 （海春生）

阜新民族古籍亮相中国国家版本馆

保 护 民 族 文 献 古 籍 焕 发 新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