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征集范围和类别

涵盖吉林（辽源）兵要地志、革命战争、国防建设、强军兴军的方方面
面，适时向发生在省外的与吉林（辽源）党政军有关或吉林（辽源）籍官兵有
关的重大军事历史事件延伸。

重点征集以下内容：

1.古近代军事类。反映吉林（辽源）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战争、战役、
战斗、军事活动和重要历史人物、著名英烈、爱国志士等有关联的文物史
料。

2.革命活动类。与吉林省（辽源市）重大革命事件有关联的内部文件、
通知文书、标语传单、报刊图书、古本画册等；记载革命生涯的手稿、日记、
自传、信件、入党申请书等。

3.军事作战类。军事地图、作战电报、指挥文书、战斗装具、通讯器材、
医疗器械等；战场缴获的敌军物资、装备、生活用品等。

4.军事影像类。记录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吉林（辽源）军
民武装斗争的照片、胶片、录音带、录像带等。

5.军事人物类。与吉林（辽源）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著名英烈、爱国
志士的肖像、有价值的手迹、有关联的军事及生活用品等。

6.荣誉证章类。重大革命活动、重大战役、重大纪念活动中荣获的勋
章、徽章、证书、奖状、喜报，以及代表证、出席证、工作证等；各级党政军机
构的军旗、奖旗、队旗、锦旗、贺幛、印章等。

7.革命生活类。人民军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军装、军衔及被装、草鞋、
挎包、水壶、茶缸、雨衣、子弹袋、粮袋、腰带、绑腿等战斗装具和生活用品；
各个根据地发行的钱币、邮票，反映革命及战争活动的契证、票据、收条、借
据等；广大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相关物资等。

8.国防建设类。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吉林（辽源）国防建设重大事件
的文件、通知、手稿、日记、照片、劳动工具、证件、录像带等。

9.其他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文献资料、奖章、书信等文物和线索等。

四、征集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为
集中征集时间，而后转入经常性征集。

联系人：
王干事 13341583422（微信同步）
张干事 13766007217（微信同步）

联系电话：0437-5024832/5024835
通信地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岳阳路99号
邮政编码：136200

二、征集方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欢迎社会组织和个人，吉林（辽源）
籍老首长、老同志及家属后代，驻吉部队官兵、复转军人、民兵及离退休人员
踊跃捐赠或提供线索。

1.无偿捐赠。鼓励集体或个人无偿捐赠，对于无偿捐赠文物的集体和个
人，凡符合馆藏标准且具有一定价值的，颁发捐献证书，捐赠文物一经陈列，
将在展柜中永久署名；对于捐赠文物数量较多、价值较高的，可单独举行捐赠
仪式。

2.有偿征集。集体或个人意愿有偿转让其收藏品的，对于特别有价值的
文物，根据革命军事馆馆藏和布展需要，按照公平、合理、合法的原则，对归属
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文物适当予以经济补偿，但展陈时不再署名。

3.限期寄存。集体或个人可以将收藏的重要物品寄存到革命军事馆委
托管理，革命军事馆将无偿做好专业保护，在征得寄存方同意后合理利用。

4.原件复制。对特别珍贵的文物史料且没有捐赠原件意向的集体或个
人，可捐赠复制品或提供文物原件，由吉林革命军事馆复制后归还原件。

5.调拨交换。集体或个人，军队或地方的博物馆、史志馆、纪念馆等文物
史料展示、存放场馆，根据有关文物史料调拨、交换等政策规定，按组织程序
实施。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安排，决定新建吉林革命军事馆。该馆作为吉林省综
合性军事历史场馆，是保存、研究、展示党领导人民军队奋斗历程和伟大业绩
的神圣殿堂，是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着重展示中国
共产党在吉林领导武装斗争史、新中国国防建设史和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
实践，延伸展示吉林大地军事历史文化和兵要地志，对于教育引导广大官兵
和人民群众铭记历史、不忘初心、赓续血脉，增强国防意识、支持国防建设，聚
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建成后将面向社会常态化开
放。现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各类革命历史文物史料和藏品，特此公告如下：

三、征集要求

1.捐赠单位或个人需确保文物的历史真实性
和来源合法性，若与第三方有法律纠纷等情况，本
馆不承担任何责任。

2.捐赠单位或个人需对文物史料的来源、流
传经历、背后故事等提供简要文字说明，并详细注
明联系人、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必要的真实信
息。

3.文物征集采用直接交送或快递邮寄的方
式，如资料、实物不便寄送的，由吉林革命军事馆
建设办公室派人登门接受捐赠。

吉林省辽源市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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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莹莹）“我这
次在较短时间内就拿到了 50万元
贴息贷款，我的新款服装有希望
了！”辽源市太华原创服装店老板
孙巍说。日前，市总工会把扶持
民营企业贴息贷款作为助推辽源
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组
织机关干部进行调研，着力解决
贷款难、贷款贵、有项目、少资金
等问题，确立年度扶持“发展前景
好、脱困意愿强”民营企业 100户
5000 万元目标，把工会的职能作

用融入到全市经济发展过程中。
为进一步解决民营企业贷款

难的问题，市总工会多次协调市自
然资源局等 7部门召开会议，就民
营企业发展所涉及相关部门业务
衔接、办理流程、服务方式、工作时
限等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资源整
合，共同修改并出台《关于开展小
微企业贴息贷款的通知》，对民营
企业贷款及发展作出服务承诺，银
行降低贷款利率近 10%、减少放贷
手续 10余项、压缩放贷时间 10个

工作日、免除评等 3项费用，这些
服务让企业有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得到了社会高度认可。

“要是没有工会的 50 万元贴
息贷款，我的店就要关门了！”辽
源市佳源食品有限公司老板陆海
伟激动地说道。如今，百姓线上
消费成了主流，他的实体店以前
800 多万元年收入，现在折半，加
上银行利息等各项费用，处于亏
损状态，不敢进货，只好裁员，自
己既当老板又当工人。有了市总

工会的贴息贷款，他增加了货源
和销售品种，现在处于盈利模
式。据统计，通过全额贴息贷款，
挽救了“垂死挣扎”的 28户民营企
业，解决了 31户民营企业因流动
资金紧缺无钱进货问题。同时，
市总工会把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作
为重点支持对象，目前，有 53户企
业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共带动新
增就业人员 300余人，以缓解当前
就业压力。

市总工会在服务民营企业中

始终坚持“扶上马，送一程”，用实
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为了
准确掌握企业贷款过程中各类难
题，市总工会每周与企业沟通，及
时协调银行解决各类问题，所有
企业均享受到“一对一”的贴身服
务。截至 2021 年末，市总工会共
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提供全
额贴息贷款 112户 5640万元，贴息
金额 335.58万元。其中，个体工商
户 45户贷款 2250万元，小微企业
67户贷款 3390万元。

“扶上马，送一程”

工会“小贴息”为小微企业带来大转机

本报讯 近年来，东丰县全面推行河
长制，健全“河长”管理体系，尤其是 2021
年“十四五”开局之年，统筹兼顾环境、生
态、景观等功能，由单纯的河系治理向治
水、兴水、美水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东丰县
水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

东丰县共有大小河流、沟壑764条，流
域面积在 2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31条。
自2017年实行河长制开始，各级领导既要
挂帅，又要出征。从县委县政府到乡
（镇）、村、组，“县、镇（乡）、村”三级、411名
河长按照“全覆盖、抓重点、明责任”的要
求，结合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交办、第一时间处置，构建了
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
的河道管理保护机制。

镇级河长、二龙山乡乡长吴雨龙定期
调度、按时巡河，切实督促全乡各级河长巡
河履职、守河尽职。在河流整治工作中，不
仅亲力亲为，还将爱河护河纳入村规民约，
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今，垃
圾日产日清，河流干净清澈，村民的幸福感
大大提升，吴雨龙本人也荣获吉林省人民
政府颁发的“突出贡献河长”称号。

“河长制通过入村入户实施，村里环
境卫生大有好转，水也清了、路也净了，老
百姓也认可了。咱们村里也加强了管理，
实行了人员监督保护，环境是越来越好，
对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也有很大的好
处。”二龙山乡双庙八组村民李志福说。

伊通河是那丹伯镇境内的省级河流，
也是东丰县唯一一条省级河流。河道全
长 9.7公里。2021年，镇领导结合实际情
况，采取干插石护坡、建设遮挡栅栏等对
境内河道进行全面治理，并对因河水冲刷
造成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段，采取插柳、栽
植芦苇等方式进行治理保护。目前，已取
得显著成效。

那丹伯镇境内的市级河流——那丹
伯河，是东丰县境内 8条市级河流之一。
在治理过程中，该镇实施追根溯源、水岸同治，突出问题导
向，聚焦综合施策，解决短板弱项，镇级河长翟大东每周至
少对那丹伯河巡河三次，只要看到河面河岸上有垃圾，便会
及时清理，村级监督员、保洁员也积极响应号召……一个河
长带动了一群“河管员”。

在河流得到常态治理的基础上，东丰县将河长制与生
态景观文化旅游相结合，坚持以“做强水域文章、做精河岸
文化”为目标，利用沿河水利风景资源，开发集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区，高标准建设了省级水利风
景区——东丰县新城水利风景区，并全力打造绕盈河沿岸
景观带，打造河滩绿化带。与此同时，各乡（镇）也不甘落
后，积极施策，探索用清收河滩地培植苗圃创收途径，创造
了“以河养河、循环发展”新模式，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亮
点纷呈的标兵示范村、示范基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东丰县河长制的
深入推进、“水、绿、城”的相融共生，让鹿乡百姓拥有更多幸
福感、自豪感、获得感，一幅水清流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
的生态新图正徐徐展开。 （李莹 丁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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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阵雪。西安区环
卫中心以雪为令，第一时间组织环
卫职工进行铲雪除冰作业，全力保
障城区道路安全畅通、环境卫生整
洁有序。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2月14日，市园林处以雪为
令，对广场、东辽河景观带等公共
场所进行集中清雪作业，确保人们
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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