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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

到我县调研基层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本报讯 11月1日，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负责人来我县调研基层退役
军人服务站工作开展情况。

调研组先后到阜新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阜新镇桃李村退役军人服
务站、福兴地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进
行实地调研，重点查看工作制度、日
常工作台账、工作环境、硬件设施、
文化布置和工作开展等情况，并与
工作人员进行了面对面交谈，对我
县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人民法院开展法治
教育大讲堂

拒绝校园欺凌
保护少年的“你”
本报讯 近日，县人民法院少年

法庭庭长贾莉先后深入到县高级中
学、县第二高级中学，以“拒绝校园
欺凌——学会对欺凌说不”为主题
开展法治教育大讲堂活动。

课上，贾莉通过播放县人民法
院制作的原创微电影《岔路》，以电
影《少年的你》中一段校园欺凌行为
为例，向学生讲授了一堂生动而深
刻的法治教育课。课前，还对学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县人民法院）

县市场监管局上门检
定电子秤

打造“放心秤”
杜绝缺斤少两
本报讯 10月 31日，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组织计量检定测试所对辖
区内农贸市场、早市流动摊贩开展
电子秤上门检定工作。

检定人员逐一走访各个摊位，
对在用的电子秤进行全面检定，检
查是否存在破坏电子秤准确度、私
自改装等作弊行为，坚决杜绝“缺斤
少两”的现象。对检定合格的计量
器具加贴合格标识，并将强制检定
电子秤信息录入计量检测管理系
统，确保每台衡器量值传递准确可
靠。

截至目前，共检定早市电子计
价秤212台，均检定合格，未发现存
在使用作弊秤的情况。

(县市场监管局）

国盛社区和美雅苑

新添健身器材
居民乐享健康
本报讯 近日，国盛社区和美雅

苑广场新添太极揉推器、双位漫步
机等在内的12件体育健身器材，让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健身锻炼，满足
居民多元化健身需求，深受居民赞
誉。 （侯玉杰）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本报讯 近年来，县委组织部、老
干部局认真贯彻落实离休干部“一人
一策”精准帮扶工作，建立在职干部
联系离休干部制度，加强与离休干部
多沟通多交流，每年定期开展走访慰
问，落实落细精准困难帮扶、待遇等
方面工作，倾心倾力、用心用情照顾
好离退休干部。

按照精准帮扶有关要求，今年年
初，县委组织部、老干部局开展入户
遍访离休干部活动，详细了解每一位
离休干部的身体、生活状况和家庭情
况，切实把温暖送给更需要帮助的离
休干部。经过走访调研，研究确定大
巴镇100岁离休干部魏振先特殊困

难，先纳入帮扶范围。
得知魏振先家住房存在安全隐

患，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大巴
镇政府立即筹措“精准帮扶困难离
休干部维修房屋资金”。随后，历时
两个多月时间，对老人居住的95平
方米房屋进行升级改造维修。10月
26日，市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相关
领导以及有关人员到新维修房屋进
行实地查看验收。各级领导看到老
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感到特
别高兴和欣慰。老人的儿子、儿媳
代表老人表达了感谢之情，还特别
为市委组织部和县委组织部赠送了
两面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市委组织部领导和县委组织部
领导表示，今后要高度重视离退休干
部工作，要建立健全困难帮扶机制，
加大对困难离退休干部的关心照顾，
用心用情用力开展困难帮扶工作，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实际
困难，做到物质上、精神上双重帮扶，
不断提升离退休干部的幸福感、获得
感。

据了解，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县委组织部把学习践行“四下基层”
优良传统作为重要抓手，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摸实情提对策，不断增强离
退休老干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县委组织部）

县委组织部、老干部局认真贯彻落实离休干部“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工作

精准服务暖人心 离休干部送锦旗

眼下，随着秋收工作进入尾
声，全县各乡镇陆续转入秸秆综合
利用和秋整地阶段。为持续推进
秸秆禁烧综合利用工作，我县结合
实际，多措并举，在常年抓好秸秆
禁烧的同时，加大了秸秆综合利用
方式。

以往秸秆处理是最让人头疼的
事，不能乱扔，更不可以焚烧。现在
好了，农户根本舍不得丢弃，因为它
成了一个“香饽饽”。它可以变肥料、
变饲料、变燃料、变基料，经过“华丽
转身”，农作物秸秆成为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的“宝贝”。

在阜新镇润丰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田地里，大型机械正在进行深松和
秸秆翻埋作业，所经之处，土壤被掀
起一朵朵黑色浪花。合作社负责人
王慧敏已经承包土地多年。王慧敏

介绍，秋整地中的重要一环就是秸秆
翻埋。经过一冬的腐蚀，秸秆变成了
有机质肥料继续滋养土地，为来年春
季播种奠定很好基础。与传统种植
模式相比，秸秆还田的土地变成良性
循环，每亩增产100斤左右。

秸秆除了还田当肥料，也可以加
工成牲畜饲料。在务欢池镇许立田
肉牛养殖场内，工作人员正在给牛添
饲料，牛儿们悠闲地吃着饲料。养殖
场负责人许立田告诉记者，这些饲料
正是由秸秆变废为宝加工成的。他
从9月中旬就开始忙着收购秸秆，为
养殖的600头牛储备过冬饲料。他
以每吨300元的价格收购过来，加工
好了，自留一部分，喂不完的还可以
进行销售。

走进建设镇三合堂村的马超秸
秆加工储存合作社，一堆堆农作物秸

秆经过打包加工成一个个圆柱形的
草包，堆放在院落里。合作社负责人
马超介绍，做秸秆加工、储存、销售已
有多年，常年收购秸秆。目前已实现
年加工玉米秸秆20000余吨，花生秸
秆5000余吨。加工后的秸秆主要销
售到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效益可
观。同时还带动解决部分农村剩余
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周边农户增收
致富。

近年来，我县秸秆饲料化、燃料
化、肥料化、基料化、原料化正逐步落
到各类实体，昔日的“秸秆难题”变成
了今时新宠——“绿色财富”。秸秆
的回收利用，不仅大幅减轻了秸秆禁
烧工作的管理压力，更是实现了农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确保实现秸秆资源
转化升值，让农民和企业增收，为生
态环境保护减负。

我县多措并举，强力推进农作物秸秆禁烧综合利用工作

秸秆变身“香饽饽”变废为宝助增收
本报记者 谢红静 于 水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
的财富，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
石。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
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时强调：“要讲好家风故事，引导
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
作用，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
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家庭
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
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在涵养家教、培育家风方面，妇女
具有独特作用。中国古代流传下
来的“陶母拒鱼”“岳母刺字”“画荻
教子”等故事，讲的正是这样的道
理。老舍先生曾经说过，“我真正
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
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
生命的教育”。母亲的言谈举止、
道德品行，对子女价值观念的塑
造、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影
响。

今天，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的时代风采，坚韧从容的性格品
德，在千行百业里闪光，也是促进
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特

质。广大妇女将这些美好特质注
入家庭建设，不仅能提升每一个家
庭的温馨感、凝聚力，更有助于在
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中，推动全社
会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清
风正气。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好发
挥妇女在家庭美德建设中的作用，
关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关系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如今，越来
越多优秀妇女代表厚植家国情怀，
以小家庭的和睦共建大社会的和
谐。在江西，“将军农民”甘祖昌和
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的女儿甘公
荣，扶危济困、热心公益，用实际行
动传承红色家风；在广东，“民间河
长”黄敏文带动家人投身护河行动
之中，以“绿色家庭”建设助力城市
环境越来越美。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新征程上，广大妇女既爱
小家，也爱国家，带领家庭成员共
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
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向上向
善的家庭美德、体现共建共享的家
庭追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家庭落地生根，就能以千千万万

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
风气。

每一位妇女都是时代的书写
人、追梦的奋斗者。在新时代的广
阔舞台上，广大妇女既是伟大事业
的建设者，也是文明风尚的倡导
者。让她们更好承担起时代赋予
的角色，不仅需要点燃巾帼奋进的
热情，更需要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环
境。从为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更多条件、搭建更好平台，到
帮助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
系，只有在这些方面更好着力，才
能让广大妇女真正做到对社会有
责任、对家庭有贡献。

“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
身。”从历史上的家教故事，到结集
成册的传世家训，无不在讲述着良
好家风家教的重要作用。奋进新
征程，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在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
面的独特作用，让爱国爱家、相亲
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文明
新风尚充盈千家万户，就能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更多奋发向上
的精神力量。

（人民日报）

“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