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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璐）央视新春

大剧《人世间》正在央视一套黄金

档热播，剧中有轨电车的镜头让

很多吉林观众为之动容，这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正是取景拍摄于长

春有轨电车沿线，这里正日渐成

为吉林新地标。

电视剧《人世间》在拍摄期间

曾在长春市、吉林市、白山市等地

取景，剧中对吉林的风光风俗都

有很好的展示，也生动再现了吉

林人民不断变化向好的生活情

景。在剧中，有一段有轨电车在

男主角雷佳音身后穿梭的情节，

叮叮咚咚的声音和绿色的电车，

惊艳了不少观众，纷纷称其“怀

旧”“有诗意”。实际上这段情节

就是在长春有轨电车沿线取景

的，2021年拍摄时雷佳音骑着自

行车穿梭的情景曾被不少长春市

民看到。“发现自己生活中习以为

常的事物出现在电视里真挺惊喜

的！我上高中时就常坐54路有

轨电车，一边跟同学说笑，一边看

沿途四季五彩缤纷的风景。现在

偶尔有外地工作的同学回家还拉

着我一起坐坐，找找当年青春的

感觉呢！”长春市民刘杨动情地

说。

据了解，身处春城大街的54

路、55路有轨电车，是毫不逊色

于俄罗斯的雪国列车、日本的江

之电的轨道美景。始建于1941

年，在1958年长春电车公司职工

制造了一台有轨电车——“长春

号”，并于1960年上线。1960年

长春的有轨电车发展为6条，总

长度为52.63千米。在接下来的

时光里部分有轨电车陆续停运、拆除，1995年仅剩一条线

路还在运营。

2000年，长春有轨电车开始改造，2005年，长春有轨电

车获评长春市二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54路有轨电

车改扩建工程项目》正式施工，2014年，长春公交55路有轨

电车开通运营，并逐渐完善为目前的54路、55路两条线路

有轨电车运营的模式。

2015年，长春公交集团购置了3台仿古电车，分别仿制

20世纪50年代的200型有轨电车和“长春号”。

有轨电车是《人世间》重要的布景，会在剧中多次展现，

见证着主人公的人生沉浮。而现实中的有轨电车穿梭中城

市的过去与外来，春季芳草萋萋，夏季姹紫嫣红，秋季落叶

缤纷，冬季白雪皑皑，像四幅生动的油画，成为长春独特的

风景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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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日讯(记者孙寰宇)正值春节假期，群众走

亲访友出行频繁，娱乐活动较多，极易因疲劳过度、松懈

麻痹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切实做好春节期间道路交通

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按照省委、

省政府安排部署，省安委办今日发布相关提示。

各级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增强监管力量，提高见

警率，盯住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路面安全管控，突出

冰雪旅游路线、高速公路出入口、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

重点部位和事故多发路段，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紧盯

大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等重点车辆。要加大对高速公

路重点时段的巡逻频次，严查严处交通违法行为。

各地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要以查隐患、查漏洞、查

盲区为重点，对辖区货运、客运企业进行一次拉网式检

查，督促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要全面排查辖区

大货车、大客车，严防车辆“带病”上路、失管漏控。要集

中约谈一批违法突出的运输企业，查处关闭一批无经营

资质的“黑公司”“黑包车”“黑物流站”。对道路安全硬

件设施要再排查、再整治，完善减速、警示标志和测速执

法设备、防护栏等安全设施。

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公路电子屏幕等平台，

提醒提倡广大群众文明健康过节，要突出典型事故案例，

持续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大曝光。要充分利用交管

“12123”APP和导航软件、手机短信等平台，及时向运输企

业法人、安全管理人员和重点车辆驾驶人点对点推送、发

布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各高速公路出入口要设置电子屏

幕，公开曝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进入高速公路的驾驶

员进行专门提醒警示。

省安委会办公室发布提示

做好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范工作

新春走基层

1月23日，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奥运

分村预开村第一天。

一大早，天还没亮，来自长春大学旅游学

院冬奥专项服务团队的队员宋晓悦就早早洗

漱完毕。作为后勤保障组的一员，她准备用

饱满的状态迎接紧张又忙碌的日常工作。

宋晓悦负责的工作内容涵盖多个方面，而

且每天的工作内容会随着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相应地减少或增加工作量。用她的话说——

“每个崭新的一天都充满着新鲜感、期待感。”

为了保障上早班的餐饮组、住宿组人员

的饮食，宋晓悦和队员们要在每天早晨6点前

到达员工食堂，穿戴好服装，打餐送餐。

打餐——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有着不小

的“技术含量”。口味咸淡、饭量大小、菜品喜

好……基地里每个员工的饮食习惯各不相

同。因此，刚开始工作时，着实令宋晓悦这群

“小白”叫苦不迭。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

培训和观察学习，大家现在已经能熟练掌握

技巧，工作效率也越来越高。

“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碌，有时也会感到十

分疲惫，但看着在我们的服务下，一张张满意

的脸庞，顿时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宋晓悦

笑着说。

按照国际惯例，无论赛事举办地气象状

况如何，都需要人工造雪。为了防止上下班

途中因路面状况造成出行危险，宋晓悦和后

勤保障的队员们几乎每天都用扫帚、铁锨与

雪花们展开“战斗”。一番“攻守交替”后，雪

花终于安静地躺在道路两边，而队员们却都

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冬奥专项服务团队的

122名学生，是最早来到张家口冬奥村的队

伍。虽然基地活动空间有限，但宋晓悦和后

勤保障组的队员们还是努力为大家策划了节

日晚会、生日会、体育比赛、电子竞技等许多

有趣的活动，丰富队员们的业余生活，调节大

家的紧张情绪。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时，正值大年初

四，也是万家团圆时。“今年第一次离家在外

过节，虽然有些想家，但我明白自己所肩负的

责任和任务，家人们也都十分支持我。”宋晓

悦说。

采访还未结束，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

起，放下电话，宋晓悦说：“又有新任务，我要

去工作了。我已经准备好为这场冰雪盛会贡

献我的青春力量，预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

功！”

冬奥村里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张鹤

北京冬奥在即，省内各地冰雪产品供给充

裕、玩法多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走向冰

场、走进雪场，“拥抱”冰雪。

虽然室外气温较低，但长春市儿童公园冰

场里却是欢呼声不断，滑冰、冰球等运动让少年

们热情高涨地驰骋冰场。省第二实验学校的学

生于睿希虽然刚满7岁，却已是冰雪运动的“老

手”，“我打冰球一年了，非常喜欢。”

近一米厚的冰层让长春胜利公园的水面变

成了天然的“冰雪乐园”。湖面上大人小孩互相

追逐，不时传来欢声笑语。“抽冰猴、坐爬犁，都

是我爷爷教我的。现在，我带着孙子来玩。”67

岁的长春市民耿大爷笑着说。

冰雪运动、传统冰雪娱乐项目带给人们无

限的快乐，将冬奥文化与冰雪文化有机融合的

冰雪新玩法也打开了市民百姓的社交新空间。

1月27日下午，长春冰雪新天地停车场里

车来车往，年轻情侣、一家三五口其乐融融地观

赏冰雕艺术的不在少数；与冰雪新天地一街之

隔的天定山滑雪场也是人声鼎沸，停车场车位

已满，游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将私家车辆有

序停在路旁。

1月28日晚，长春世界雕塑园里人头攒动，

高达18米的“冰墩墩”“雪容融”大型雪雕尽显

冬奥元素，雪雕与14条七彩大滑梯、超长S型滑

道交相辉映，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去打卡。长

春市民尚女士和杨女士将好友相见的地点约在

长春世界雕塑园，“我们玩了超长的雪滑梯、刺

激的雪地碰碰车，还看了露天球幕电影，在冰建

筑酒吧、雪村那边拍了不少照片。”

提到春节的“氛围担当”，少不了吉祥红火

的新春灯饰。近日，省内多地的景点景区、城市

商圈纷纷亮起了各式各样的彩灯，把街景装扮

得流光溢彩。

记者在长春冰雪汽车嘉年华、劳动公园、南

溪湿地公园、桂林路商圈、红旗街商圈等地看

到，以迎冬奥、庆新春为主题的灯会与冰雪娱乐

项目相得益彰，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化身冰雪游

乐场，吸引了大量的游人。

“虽然不能回老家过年，但是吉林的年味和

冬奥氛围都很浓。”在长春工作的邢先生说，“年夜

饭去吃铁锅炖大鹅，春节期间再去学学滑雪。”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为丰富广大

群众在我省过年的文旅生活，省文旅厅特别推

出“吉地过年”系列活动。23条“吉地过年”网

红打卡精品线路，为市民游客带来玩冰雪、赏民

俗、泡温泉等丰富的出行选择；4条适合家庭出

行的自驾线路，让游人在浓浓东北风情中体验

玩冰踏雪的快乐。此外，省内各地推出48项文

旅惠民措施，将开展非遗打铁花、迎春送福、新

春大集、舞狮扭秧歌等137项文旅节事活动，让

市民游客在吉林畅享新春。

冰 天 雪 地 迎 冬 奥
欢 声 笑 语 庆 新 春

本报记者 李樊

为确保春节期间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平稳，近日，吉林白山边境管理支队临江边境管理大
队民警深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这是民警们在检查烟花爆竹售卖摊位。

马宁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大年初一，国网吉
林供电公司上百名运维
人员依然坚守在保电岗
位 一 线 ，守 护 万 家 灯
火。图为运维人员在
220 千伏维昌变电站电
缆隧道，利用红外测温
仪对地下电缆进行检
测。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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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烘干好的粮食变成“干粮”，直接收入“平房仓”储

存。记者进入33号平房仓，仓内正被灌入干粮，传送带将

玉米倾倒进去后，上面有保管员要对粮面进行平整，下面

有机械通风机进行通风降温。在中储粮的储粮仓房内，

都有先进的电子检温、机械通风、内环流控温等方式来控

制粮食的温度，即使在夏季，温度也能控制在15℃以下，

这些先进的绿色科学储粮技术，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保管

损耗。

在直属库的智能化远程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

演示了智能化粮库管理系统。在工作人员的演示下，整

个的库区和各个分库都可以直接通过监控看到，粮仓里

的每一粒粮食都清晰可见；通过观看粮仓内的监控画面，

粮情在线监测直接显示出来，而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智能

化粮库系统这个“黑科技”。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农安县地处黄金玉米带，农民

多种植玉米，而每年中储粮农安直属库的收储任务也是

比较多。直属库主任韩金超说，“送来的粮是农民一年的

收成，为此我们责任重大，我们就是要做好收购、存储、轮

换，保障好农民和国家的利益。”

筑牢粮食安全屏障，保证粮食安全，为了能够“把中

国人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些“粮食人”一直默默守

护着大国粮仓。

守 护 大 国 粮 仓

本报2月2日讯（记者张鹤）今天上午，北

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式举行。随

后，火炬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京冬奥

公园和北京首钢园进行了传递。据悉，来自我

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

作为火炬手之一，参与了传递活动。

李玉院士是我国食药用菌领域唯一的中

国工程院院士，曾获得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小

木耳，大产业”。多年来，他始终心系农民，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在科教兴农、产业扶贫的路

上，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最美科技

工作者”“粮食英雄”等称号。

在今天的冬奥会火炬传递活动中，李玉院

士是首钢园区段的第16棒火炬手，他与第15

棒火炬手何艳丽对接火种后，在两旁观众的欢

呼声中稳步跑向下一个接棒点，并顺利将火种

传递给第17棒火炬手庞星火。

传递活动结束后，李玉院士激动地表示，能

成为一名奥运火炬手，特别荣幸，尤其是在“双

奥”城市北京参与传递，更是由衷地为我们伟大

的祖国感到自豪和骄傲，“此刻火炬握在手里，

更能感受到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我要接力奥

运健儿的拼搏精神，用心用情做好高校育人育

才工作，继续向着科研领域的高峰不断攀登，为

国家科技、经济实力的提升努力奋斗，也祝愿我

国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中创造好的成绩！”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
玉传递北京冬奥会火炬。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年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

我省李玉院士参与传递我省李玉院士参与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