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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吉林省土地

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省政府《吉林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珲春市人民政府

2021年第2批次土地征收的批复》,批

准征收珲春市农民集体土地 2.0796

公顷。按照《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现

将本次征地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征用土地批准情况

珲春市人民政府 2021 年第 2 批

次建设用地项目

1.批准机关：吉林省人民政府

2. 批 准 文 号 ：吉 自 然 资 耕 函

[2021]152号

3.批准时间：2020年4月25日

（收到批复时间：2020 年 7 月 5

日）

4.批准用途：商服用地。

二、被征用土地基本情况

1、被征收土地权属

珲春市敬信镇防川村。

2、被征收土地面积和地类

征收敬信镇防川村集体土地

2.0796公顷，其中其中：农用地0.6423

公顷，建设用地 1.1804 公顷，未利用

地0.2569公顷。

四、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及安

置途径

本次征收土地为坑塘水面、集体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不涉及安置农

业人口。

五、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应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日内，持土

地权属证书或有关证明材料，到村委

会办理征收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

六、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在规定

期限内不办理征收土地补偿登记手

续的，其补偿内容以政府的调查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珲春市人民政府

2021年7月7日

四、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用
本次征地不涉及地上附着物及

青苗补偿费用。
五、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及安

置途径
本次征收土地为坑塘水面、集体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不涉及安置农
业人口。

六、意见反馈
被征用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公
告之日起十日内以村委会（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

式上报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孙福林
联系电话：0433-7512641
七、组织实施
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珲春市

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
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
施。

特此公告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7月7日

地类

坑塘水面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面积

0.6423

1.1804

0.2569

区片地价

63元/平方米

63元/平方米

63×0.8元/平方米

征地补偿费

40.4649

74.3652

12.9478

吉林省老龙口水库管理局建

设的吉林省老龙口水利枢纽工程

右岸上坝道路山体防护工程项

目，由长春泰泓水利水电工程有

限公司承建，现已竣工完成。此

项目中所有人工费全部结清，特

此公示。

工程地点：珲春市哈达门乡

老龙口水库

施工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2021年6月22日

建设单位：吉林省老龙口水

库管理局

施工单位：长春泰泓水利水

电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联系电话：
13654408369 18825640755

监督部门：珲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

监督电话：0433-7513520

珲春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

三、被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单位：公顷、万元/公顷

根据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
自然资源厅关于珲春市人民政府
2021年第2批次土地征收的批复》(吉
自然资耕函[2021]152 号)，拟定了征
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
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有关集
体土地补偿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
珲春市人民政府 2021 年第 2 批

次建设用地项目
二、被征地位置、面积、地类
征收敬信镇防川村集体土地

2.0796公顷，其中其中：农用地0.6423
公顷，建设用地 1.1804 公顷，未利用
地0.2569公顷。

地类
坑塘水面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面积
0.6423
1.1804
0.2569

区片地价
63元/平方米
63元/平方米

63×0.8元/平方米

征地补偿费
40.4649
74.3652
12.9478

三、被征收土地补偿标准、金额

单位：公顷、万元/公顷

珲春市自然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当前天气变暖，气温逐渐升

高，为加强全市境内江河、湖泊、水

库的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国家财产

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通告如下：

一、禁止任何人私自在图们

江、珲春河及其他河流、湖泊、水

库库区等水域下水游泳。

二、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组

织学生到水库库区下水游泳、水

面垂钓等不安全活动。

三、学校、家长要加强对在校

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监

护，严防未成年人在水库、湖泊、

河道游泳，避免发生溺水等不安

全事故。

四、请广大市民朋友务必提

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

安全，珍爱生命。

特此通告。

珲春市水利局
2021年5月30日

公 示

关于加强夏季江河湖库水域安全管理的通告

85 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在中国西北“红区”采访 4 个多

月，撰写的《西行漫记》风靡全球，

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斗志昂

扬的红军形象冲破重重封锁，首次

亮相世界。在这本书中，斯诺把相

当的篇幅给了黄土高原上一座小

城——宁夏豫旺县。在这里，他见

到了“真正的红军”，并为之倾心一

生。

历史虽已远去，信仰烛照人

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

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

斗？”这是当年斯诺西行前脑海里

的疑问。85年后，新华社记者重走

斯诺之路，来到这座已经更名为同

心县的西北小城，追寻中国共产党

人持续百年不变的初心。

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夏，宁夏豫旺堡厚厚的

古城墙上，一名红军战士面朝旭日

吹起嘹亮的军号，身后红旗迎风招

展，埃德加·斯诺举起相机，定格了

这一幕。不久后，以这张经典照片

为封面的《西行漫记》震惊世界，英

姿勃发的小号手，及其象征的年轻

“红色中国”，向世界传递出奋发不

屈的“抗战之声”。

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

区域遭到国民党漫长而严密的封

锁，几乎与世隔绝，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红军被污蔑为“流寇”与

“土匪”。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

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

乱的传说了。”作为驻华西方记者，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

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长

途跋涉至陕甘宁边区，深度采访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结束在陕西的采访后，在他和

毛泽东正式谈话中充当翻译的吴

亮平劝他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

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

大概两周后，斯诺辗转来到西

征红军总指挥部驻扎地豫旺县。

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红

军”。

“我在宁夏和甘肃所看到的红

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

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

甚至没有草垫……”斯诺发现，红

军普通士兵平均年龄是19岁，农民

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绝，

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当时军阀统治下的豫旺县极

度贫困，斯诺记录了一份他看到的

调查报告：“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

迫使许多农民卖牛卖田……百分

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

农民靠借粮糊口。”红军解放豫旺

后取消了一切税收欠债，很受农民

拥护。

如今同心县马高庄乡沟滩村

杨家堡子里，一排废弃的土窑洞诉

说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往。这里

曾是西征红军后勤部，70岁的堡子

主人杨振华还记得他爷爷常挂在

嘴边的话：“红军是为咱穷苦人打

天下的。”

起初豫旺县许多村民一听说

红军来了，纷纷躲了起来，后来发

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糟蹋

老百姓的庄稼，“我爷爷称赞说真

是人民的好军队，就捐粮、捐羊支

援红军作战。”杨振华说。

在西征前线，斯诺被准许进行

不受限制的采访，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他的足迹遍布豫旺县。长期研

究这段历史的宁夏党史专家杨文

元认为，这次采访让斯诺的思想发

生了质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为中

国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理念深深

打动了斯诺，经过此次西行也让他

由‘一二·九’运动时的旁观同情、

暗中支持转为旗帜鲜明地公开赞

誉。”杨文元说。

百年初心如磐

85年后，记者踏着斯诺的足迹

再访这座红色小城，昔日红军西征

的炮火硝烟早已消散在历史中。

多轮扶贫开发，让红军西征故地一

眼千年，沧海桑田。

在斯诺的照片里，同心县的地

貌如火星表面一般干旱荒凉。而

如今，经过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

草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同心县昔日

的旱塬草木葱茏，满眼翠绿。拔掉

“生态之困”这个最根本的穷根子，

同心县走出一条“旱塬披绿、产业

多彩、农民增收”的脱贫致富新路

子，红枸杞、紫葡萄、壮牛羊、小杂

粮等致富产业“茁壮成长”。

走进杨家堡子，杨振华家白墙

红瓦的新居格外亮眼。2014年，杨

振华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政府 8000 元产业扶贫资金支持

下他养了10只羊，每年享受养殖和

种植补贴。随着羊的数量不断增

加，伴随老杨大半辈子的“广种薄

收、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彻底改

变，如今收入稳定而有保障。

最让老杨感激的是，他们全家

在政府补贴下缴纳了基本医保，几

年前老杨妻子两条腿做了膝关节

置换手术，总共花了8万多元，报销

后他只掏了不到 8000 元，“没有共

产党，我老伴儿后半辈子就只能瘫

在炕上了！”

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老区人民

的倾力支持，老区的发展更需要特

殊的关怀。在中央的制度安排下，

中核集团在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

制下帮扶同心县，福建省泉州市在

闽宁协作机制下对口同心县。央

企巨头和沿海发达地区“同心”协

力，带飞同心。

进入盛夏，福建永春县从事蘑

菇种植的企业家陈世文在永春当

地的生产基地因为高温已经停产，

而在同心县下马关镇南安村的菇

棚里，陈世文去年开辟的“第二战

场”正值出菇旺季。“福建热得出不

了菇时，宁夏的气温正好适合菌菇

生长。这样我就能基本实现全年

不间断出菇了。”陈世文说。

陈世文的到来，让南安村建档

立卡户马忠梅在家门口找到了一

份月薪 4000 元的稳定工作。“以前

都很少吃蘑菇，更别说种了。经过

一年的学习，我基本掌握了菌菇种

植技术，未来计划承包几个大棚自

己创业种蘑菇。”马忠梅说。

同心县，这个曾经“百分之七

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

靠借粮糊口”的地方，现在的农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 万余

元，老百姓吃水难、行路难、上学

难、看病难等问题得到极大改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宁夏实

施扬黄工程，同心县部分地区摆脱

水困。今年6月30日，投资23亿元

的清水河流域城乡供水工程全线

贯通，甘甜的黄河水经过滤后直达

同心县城和中西部乡村百姓家中。

水沁旱塬，生机涌动。昔日的

豫旺终于“旺”了！

信仰穿越时空

夏日炎炎，同心县红军西征纪

念馆里游客络绎不绝。斯诺经典

照片“抗战之声”里的那个红军小

号手谢立全的形象已经被塑成雕

像，不少年轻人在此合影“打卡”，

寻访百年未变的初心。

同心县河西镇旱天岭村，村支

书丁建华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奋进奖、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这几年，旱天岭村靠养牛脱了

贫，丁建华硬是练成了“牛保姆”

“牛司令”，接生、治病、选犊，村民

一个电话，他随叫随到。而他自

己，却从存款百万元的包工头变成

身患脑瘤的“小老头”。

旱天岭全村脱贫后，丁建华又

有了一个小目标，就是让全村人家

家住新房、户户有小车。“如果老天

暂时不要我的命，我就一定要实现

这个小目标。”他说。

西征故地今何在？迈向振兴

新征程。乡村振兴新的长征路上，

同心县越来越多年轻人受红军精

神的影响和感召，回家乡接过父辈

手中的“接力棒”，续耕同心新的篇

章。

同心县预旺镇南塬村，彭德怀

等红军将领曾在这里召开了盛大

的军民联欢会，热烈欢迎斯诺等

人。25 岁的南塬村村民张治飞打

小就听过斯诺的故事，大学期间他

入了党，并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

学生参与了村志的编写，从老人口

中听到了更多西征红军的故事。

大学一毕业，张治飞放弃大城

市工作的机会，回村带动村民科学

养鸡。不分白天黑夜，每两个小时

就要钻进鸡棚检查温度、湿度和小

鸡生长情况，但他不觉得苦：“红军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

这不算什么。”

85年前，19岁的小号手谢立全

吹响的青春激昂之声感召着一代

又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在这片

斯诺探访过的土地上，在巨变的山

乡间，在老百姓的心坎里，红军小

号手那仿佛可以穿越时空的号角

依然嘹亮，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朝气

蓬勃。

新华社银川7月11日电

新“ 西 行 漫 记 ”走 笔
——重走斯诺之路看变迁

新华社记者 王磊 张亮 马丽娟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11日电
（记者 张晓龙）全国农业农村援疆

工作座谈会1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

召开，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会

上表示，农业农村部将把引进培育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新疆布局

建设生产加工基地，作为农业农村

援疆工作的头号工程。

“发展产业，企业是龙头。这个

头带好了，上游的种子、农资，产中

的技术、服务，下游的流通、销售，就

都活起来了。”中央农办主任、农业

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农业农村部

将组织开展龙头企业对接活动，在

项目资金、示范评定、融资贷款、保

险保费、用地用电等方面予以倾斜，

鼓励组建龙头企业牵头、农民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农户参与

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据唐仁健介绍，农业农村部将

大力支持新疆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把新疆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作为政

策性项目，进一步加大项目资金的

支持力度，同时，鼓励各对口援疆

省份力争为受援地引入1家以上的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划，除

了引进龙头企业外，“十四五”期

间，农业农村援疆还将围绕棉花、

肉羊、肉牛、红枣、核桃、特色畜禽

等优势产业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开

展联合攻关，加大对新疆农牧民教

育培训的支持力度，建设一批农村

创业创新园和孵化实训基地，实施

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和乡村振兴

带头人学历提升行动。此外，农业

农村援疆还要在设施农业建设上

下大力气，聚焦关键堵点卡点，加

快推进全产业链设施条件改善，重

点突出戈壁设施农业建设和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2014年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

中央财政安排各类项目资金600多

亿元、各对口援疆省份安排资金50

多亿元，支持新疆农牧业发展。农

业农村部和各对口援疆省份帮助

新疆培育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区域

支柱产业，引进了一批带动力较强

的龙头企业，建成了一批融合发展

水平高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选派

挂职帮扶干部、博士服务团、产业

技术顾问、科技服务专家组等，强

化技术服务，累计200多名农业农

村系统干部、3000多名农牧业技术

专家进疆送知识、传技术。此外，

还通过举办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建立产销对接公益平台，累

计帮助新疆销售特色农产品超

1000亿元。

新华社西安7月 11日电（记

者 刘彤）记者11日从第十四届全

运会组委会了解到，7月12日至13

日，本届全运会开幕式前提前举行

的比赛项目之一——跳水 U14 组

比赛将在位于西安国际港务区的

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12日下午举行的女子双人十米跳

台比赛，将产生第十四届全运会竞

技项目首枚金牌。

本项比赛共有来自全国17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队参赛，

其中运动员74人。裁判团队由执

裁历届奥运会、全运会的国际级及

国家级裁判组成。U14 组比赛将

于 12 日和 13 日分别产生男子、女

子双人十米跳台和男子、女子十米

跳台共四枚金牌。

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了解到，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共增设了 4

个青年组项目，跳水（青年组）比赛

是其中之一。此次比赛，不仅是对

各省区市代表队青年队员训练成

果的检阅，也为国家跳水项目挖掘

选拔优秀梯队人才、备战巴黎奥运

会提供了平台。

农业农村部：引进龙头企业是
农业农村援疆工作头号工程

十四运竞技项目首金
将于 7 月 12 日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