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爱存在于每个角
落。有时昙花一现，有时见异思迁，当然，
还有忠贞不渝。已近花甲之年，回味起
来，常挂心头、不离不弃且绝非单相思的
爱，当属与《吉林农村报》。40年的光阴，
40 年的情感，是朋友，是同志，是伴侣还
是恩师。

1984 年夏，我人生中经历首个灰色 7
月，中考落榜。对于农家子弟来说，落榜意
味着再无出头之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
今后的人生。初秋的一天，我正在村委会
的炕上昏昏欲睡，邮递员送来一叠报纸，无
意间，我发现了其中一张小报——《红色社
员报》。四开四版的小报，其貌不扬，可丰
富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榜上无名 脚下
有路——怀德县凤响乡百名落榜青年黑土
地上显身手》，这是印象最深也是改变我人
生命运的一篇文章。当时，正值农村改革
初期，成功的生产模式少之又少，创业艰
难。我大胆地从父亲手里要来 3 亩责任
田，在全乡率先建起果园。尽管每天忙得
不可开交，但阅读《红色社员报》却是我的
必修课。有他相伴，我开阔了视野，转变了
观念，解放了思想，增长了才干。先后成功
走出林下育苗、果药兼作、种养结合的生产
路数。在赢得乡亲的认可后，很快成为全
镇最年轻的村干部。

为拉近与《红色社员报》的情感距离，
我萌发了为他写稿的念头。在一般人看
来，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农家后生、一个没
有一点专业知识的门外汉，想把自己的文
稿变成铅字，纯属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

偏不信邪，因为我了解《红色社员报》，大胆
地把一篇篇稿件投给她。1986年7月，伴
着蝈蝈的叫声，处女作《万胜店村的致富
路》赫然出现在《红色社员报》上。手捧散
发着墨香的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那天
晚上，借着皎洁的月光，我在葡萄架下喝了
一场大酒，痛快淋漓。那之后，乘势而上，
各类稿件接二连三在《红色社员报》刊发，
有些还上了头版头题。接下来，每年我都
有数十篇稿件见诸于《红色社员报》，“土秀
才”的称号戴到了头上，并接连被评为优秀
通讯员。

1992年7月，双城堡镇党委研究，破格
录用我为镇党委宣传干事，这可是天大的
喜事。上任当天，正是父亲去世一周年忌
日，我找出几十张刊有自己稿件的报纸，来
到父亲坟前，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1992 年底，《红色社员报》更名为《吉
林农民报》，在此期间，我先后刊发了《不要
同挤一条致富路》《吃一堑当长一智》等文
章，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收到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

《红色社员报》创造了无尽的辉煌与荣
耀，渐行渐远；《吉林农民报》完成了历史重
托，很快和一个伟大的时刻告别。落叶无
声，泥土有情，2004年11月，《吉林农村报》
接过了接力棒。创刊伊始，报社拟在农村
工作生产一线招聘记者，怀着试试看的心
里，我怀揣几十张刊有我文章的《红色社员
报》和《吉林农民报》走进了省报大门。当
我把报纸展现在评委面前时，所有评委一
致通过，免试！一夜之间，由农村基层干部
成为《吉林农村报》首席记者。这些年来，
无论是在农村工作一线奔波，还是主政一
家省级新闻媒体，对《吉林农村报》的爱一
直铭刻在心，读报、写稿，仍是必修课。

想起多年前流行的一首歌：爱是不变
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
坠落，常记着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依然
闪烁……

爱是永恒的星辰
林加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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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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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生，曾任公主岭市双城堡镇

党委宣传干事，《吉林农村报》记者，《吉

林科技报》总编辑，吉林省民间艺术团

副团长。

本报讯 记者 黄鹭 王堡增 报
道 省委书记黄强6月16日在延边调
研期间，实地检查G331建设和防汛
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不断完
善沿边基础设施，建设好、管理好、
运营好 G331 这条沿边开放旅游大
通道，实现“一通百通”，促进乡村振
兴、兴边富民。

吉林省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
通道绵延1437公里，被誉为“最美边
境公路”，全线贯通后将大幅提升旅
游承载力和游客体验感，有效促进
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文旅深

度融合。黄强实地踏查部分路段建
设情况，要求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
前提下，争取在今年国庆节前实现
全线建成通车。同时做好与沈白高
铁衔接，让各地游客更好感受“快旅慢
游”的惬意、尽享吉祥如意的愉悦。

去年我省遭遇特大洪涝灾害，
龙井市三合镇南湖堤防水毁严重。
去年10月，黄强现场勘察重建情况，
对沿江全线加固堤防、石笼护坡等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主汛期前，黄
强再次来到这里，洪水冲击缺口全
部填补，沿江公路整修一新，堤防迎

水面都已安装石笼护坡，他说，看到
各项工作举措落实到位，我就放心
了。他指出，在去年防汛救灾和灾
后重建中，有关地区和应急、交通、
水利等部门协同联动、通力协作，迅
速组织抢修险工险段；广大基层干
部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及时果断转
移群众；驻吉部队和消防指战员闻
令即动、冲锋在前、奋战一线；全省
广大干部群众风雨同舟、众志成城，
夺取了“水库无溃坝、群众无伤亡”
的胜利。对大家的付出和努力给予
充分肯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
部委为我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提
供了政策、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
国家电网、中国交建、中国建筑、中
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联通等央企
挺膺担当，第一时间参与应急抢险，
帮助灾区快速恢复电力、交通、水
利、通信等设施。黄强对国家有关
部委、有关央企表示衷心感谢。

目前，沿边全线堤防加固正在
紧张有序推进，黄强强调，现在距离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仅有一个月

时间，各地、各部门要紧紧把握“窗
口期”，全面践行“防胜于救”理念，
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要提前组
织水利和防洪设施巡查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处置。要继续推进沿边全
线堤防加固和石笼护坡，进一步增
强防灾减灾能力。要根据今年雨情
水情汛情，加强综合研判，完善应急
预案，开展实战演练，做足人员、物
资等各项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
用而无备。水利、交通等部门要做
好“十五五”专项规划，加强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

黄强在实地检查G331建设和防汛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

不断完善沿边基础设施
促进乡村振兴兴边富民

本报讯 崔秀佳 记者 侯
春强 报道 今年6 月是第 24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
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
应 急——查找身边安全隐
患”。6月17日，吉林水网集
团组织骨干工程各参建单
位，在辽源市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承建的24#支洞施

工现场举行隧洞坍塌应急救
援实战演练。

吉林水网骨干工程是我
省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的战略工程，是国
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
工程之一，是吉林省“十四
五”规划建设的重大水利项
目，工程具有输水线路长、受

水区域广、投资规模大、建设
周期长、受益人口多等特点。

工程包括一条总干线隧
洞全长 246.67 公里，四条干
线总长 146.34 公里，一条支
线长 27.82 公里，三座泵站，
沿线水文地质情况复杂，穿
越多条断层破碎带，隧道坍
塌风险高。

本次演练以发生隧洞冒
顶坍塌险情，3 人被困为背
景，模拟“突发险情、信息上
报、启动预案、企业自救、专
业救援、政府联动、善后处
理、新闻发布”等场景，包含
整个应急抢险救援的全过
程。演练中，各参演单位和
参演人员团结协作，响应迅
速，应急处置专业，真实模拟

了塌方体封堵、通讯中断等
极端场景，顺利高效完成全
部演练内容。

吉林水网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演练活动，将系
统化提升吉林水网集团及各
参与方的应急处置能力，检
验了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实操
性，强化了多部门协同与响

应效率，提升了救援技术专
业化水平，完善了应急及预
防体系。吉林水网集团将以
此次演练为新起点，进一步
筑牢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安全
防线。

省水利厅、省应急厅、省
国资委以及辽源市和东丰县
政府相关领导全程观摩此次
实战演练。

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

吉林水网集团举行实战演练

本报讯 王万峰 周聪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6月18日是

“全国草原保护日”，为大力
营造全社会关注草原、保护
草原的良好氛围，省林业和
草原局以“依法保护草原，
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以

“省、市、县”三级联动形式
组织开展草原普法宣传活
动。

6 月 17 日 ，在 第 31 个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之际，省草原管理总站联合
白城市草原站、洮北区草原
站，在白城市举行草原普法
现场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

传条幅、设立宣传台、现场普
法答疑、发放草原普法书籍
和宣传材料等方式，向群众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
法》《吉林省草原条例》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全
社会关心关爱草原事业和依
法保护草原意识。

“6·18”草原保护日当
天，全省各市、县草原管理部
门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草原
普法宣传活动。其中大安市
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活动；
通榆县开展草原违法案件警
示教育；和龙市、敦化市开展
普法宣传进农村活动，各地
普法宣传活动高潮迭起，氛

围浓厚，为人人都做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践者和推动者起
到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
草原生态保护修复，组织实
施“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
化保护修复项目、林草湿生
态连通工程、西部公路两侧
种草覆绿项目，采取免耕补
播、围栏封育、建设优质牧草
地等措施，“十四五”以来共
修复治理草原 126.91 万亩，
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趋势
得到有效遏制，全省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达到71.58%，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20 个百分
点。

“6·18”草原保护日——

省林草局开展草原普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