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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祖维晨）2月14日，全省

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在长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全国老干部工作“双先”表彰大会

和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表彰我省老

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省委常

委、组织部长张恩惠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会授予长春市朝阳区委老干部局

等20个集体“吉林省老干部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授予狄明等40名个人“吉林省先

进老干部工作者”称号。部分全省老干部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在大会

上作了发言。

张恩惠充分肯定了全省老干部工作取

得的成绩，指出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要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

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政治统领，

引导离退休干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突出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全面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注重

发挥优势，引导离退休干部继续为吉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更加

用心用情，敬爱致恭深化精准服务，推动

新时代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加强政治机关建设，培养

造就专业精神，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努力

把老干部工作部门建设成为让党放心、让

老干部满意的模范部门，把老干部工作队

伍打造成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

的过硬队伍。

我省表彰老干部工作先进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裴雨虹）今天，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省文化馆、长春

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展街道办事处主办的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元宵佳

节灯谜会在长春市摩天活力城火热开展。

活动共挂出500个灯谜，既有趣味性

又有知识性，包含猜字、成语、人名、地名、

歇后语等丰富内容，在益智添趣、娱乐生

活的同时，更展现出历史、自然、经济、人

文、民俗的特色与魅力。此外，省文化馆

业务骨干也在现场用精彩的节目表演和

互动游戏为群众带来欢声笑语，让市民在

节庆民俗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次猜灯谜活动激发了广大市民的

参与热情，会展街道居民邵明清说：“在家

附近的商场里能有这样的活动让我觉得

很温暖很亲民，也很有节日气氛和文化气

息。”

省文化馆元宵灯谜会受欢迎

▲2月15日，省图书馆举办了闹元宵猜灯谜活动，让读者度过一个文明、欢乐、祥和的元宵佳节。这

是读者在活动现场猜灯谜。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
元宵节之际，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开展“虎年闹元宵，温暖送进家”元宵节慰问关爱行

动，为辖区内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送去汤圆、生活用品和节日的祝福。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冬捕体验、冰雪运动、年货大集、艺术

作品展等一系列文旅大餐，让中国·松花江

旅游季——“松花江上”2022年系列文旅活

动有声有色，营造了“冬奥在北京·体验在

吉林·发展在吉林”浓厚氛围。

挖掘民俗文化 助力冰雪旅游

每逢年终岁尾，冬捕活动拉开帷幕，已

经成为当地一种习俗。伴随火镰取火、敬

酒壮行、诵读文书等仪式的进行，8个“鱼把

式”推动绞盘，把一大早下到江里的大网缓

缓拉出水面，乡亲们踩着鼓点，合着节拍，

扭起了欢快的秧歌……作为东北民俗文化

的冬捕，在这次由白山市委、市政府主办，

靖宇县委、县政府承办的中国·松花江旅游

季——“松花江上”2022年系列文旅活动启

动仪式上，让更多人真切地体验到原汁原

味的渔猎民俗的魅力和乐趣。

66岁的“鱼把头”朱景坤开心地说：“这

几年，白山走绿色发展之路，松花江的水质

越来越好，鱼也越来越大，而且肉肥味美。”

在艺术作品展区，赋予各种美好寓意的精

美剪纸和农民画一度受到热捧，再次勾起

人们过年贴窗花的记忆。

冬捕、扭秧歌、剪纸……这些民俗文化

在此次系列文旅活动中深度融合于冰雪资

源，相得益彰，是靖宇县依托丰富资源，积

极创建属于靖宇独特的文旅品牌的一次很

好尝试，也奏响了靖宇县以文化助力全域

旅游的序曲。

乐享特色美食 畅玩冰雪运动

踏冰嬉雪，乐享冬趣，在冰雪娱乐项目

场地，滑冰、冰壶、雪圈、雪地风筝、雪地摩

托、UTV全地形车等项目为游客带来绝佳的

冰雪体验，为人们带来亲近冰雪和享受冰

雪的快乐。

在体验冰雪、享受冰雪风光的同时，

置于其中的当地特色美食更是给人们带

来运动之余味觉的享受。松花江上“年

嚼咕”大集是靖宇县举办的规模最大、商

品种类最多的年货交易市场，所有摊位

全部面向县内群众免费招商，为百姓义

务搭台。

通过赶大集宣传促销本地农特产品，

增加农民收入，提升生活水平，助力乡村振

兴。

据统计，本次系列文旅活动从1月21

日启动一直持续到 2月 15日，每天游客

数量近3000人，有效拉动了当地消费。

“观年俗品年味”活动中，负责蒸年

馒头的花园口镇仁义村脱贫户郭德礼就

是文旅活动的受益者之一。在 2015 年

时，一家四口人均纯收入2830元，通过帮

扶发展蓝莓、香瓜种植产业和养鸡、养

鹅，在旅游带动消费下，2021年家庭人均

纯收入达到 12714 元。郭德礼笑着说：

“现在日子有盼头，干活也有劲儿了，希

望乡亲们的日子都像这大馒头一样，蒸

蒸日上。”

本次系列文旅活动以“嬉冰雪、寻年

味、迎新春”为主题，全方位展示靖宇县

得天独厚的松花江冰雪魅力和淳朴厚重

的长白山民俗文化，是靖宇县文化旅游

资源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松花江畔过

大年”，是靖宇县围绕白山市“一山两江”

（长白山、松花江、鸭绿江）品牌战略和

“一体两翼”发展格局，全面打造建设践

行“两山”理念试验区的创新示范区，大

力塑造“松花江上”文旅品牌的一个有力

举措。

目前靖宇县正深入开展“全民上冰

雪”活动，促进冰雪运动文化繁荣发展。

未来，靖宇县将继续深度开发松花江白

山湖旅游资源，推进旅游业态升级，让冰

雪运动与特色旅游完美结合，助力乡村

振兴，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挖掘文化底蕴 做强冰雪文章
中国·松花江旅游季——“松花江上”2022年系列文旅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左道 徐岩

本报讯（记者刘晓娟）随着冬奥

会开幕，长春市民和游客玩冰嬉雪的

热情高涨。

日前，记者在长春净月潭正门看

到，两座巨型雪雕“雪狮迎春”巍然矗

立，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留念。

步入正门，沿路各种各样的冰雕、雪雕作品形态各异，营造了浓浓的节

日气氛。进入雪世界，名为《冬奥风采》的主雪雕作品格外瞩目，雪雕

通过滑雪运动员的动感姿态，以胶片的形式体现了北京冬奥会的各个

比赛项目，展示运动健儿的风采。

据介绍，今年，长春净月潭从群众的体验性、沉浸式角度出发，

广泛营造助力北京冬奥会的良好氛围，重点打造了滑雪场、正门滑

梯休闲区、瓦萨冬奥体验区“一场两区”冰雪产品，与环路形成点线

结合布局。其中，正门“滑梯休闲区”以玩冰嬉雪、大型滑梯、小型娱

乐为主，面向儿童群体；瓦萨“冬奥体验区”结合瓦萨滑雪节开幕式

及专业赛事，以冬奥科普、越野滑雪、观赏体验、参与互动为主，面向

成人群体；滑雪场“专业滑雪运动场”以专业滑雪体验、传统冰面项

目、地域特色经营为主，冰雪爬犁、冰上自行车、冰上碰碰车……面

向大众群体，辐射滑雪场及冰面娱乐项目。

“每年冬天，我都会到净月潭来玩，今年的主雪雕主题是冬奥，

在这里跟雪雕合个影，既有过大年的仪式感，也为冬奥助力。”游客

张先生说。

长春净月潭冰雪活动庆冬奥

本报讯（记者景洋）记者从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了解到，该所陶友华研

究员等人提出将硫交酯单体作为一类新型的单体用于闭环回收塑料，可

以减少化石资源的使用，还能缓解污染。

近年来，塑料闭环回收的概念成为高分子科学界关注的焦点，

该方法通过设计特定的单体合成高分子材料，再将其直接转化为原

单体，从而实现资源循环和同级使用。陶友华等人提出，硫交酯单

体可以作为一类新型的单体用于闭环回收塑料。“之前，对塑料污染

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生物降解塑料，这种塑料在使用后，最终

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二是闭环回收为原来的单体，通过一定条件

回到起始的原料再利用。现在我们做的就是第二种。通过硫交酯

单体在热力学上更有利于成环，在动力学上更有利于开环聚合的特

点，将两种看似矛盾的性质结合到一种单体上。由硫交酯单体所得

到的塑料，在使用后还能高效转化为原单体，实现闭环循环。这不

仅可以降低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的使用，减少碳排放，还能缓解塑

料的污染问题。”陶友华介绍说。

据介绍，硫交酯单体直接环化的收率最高为91%，动力学聚合活性

高，且容易实现闭环回收。同时，所得聚硫酯的解聚过程具有很高的

选择性，高选择性的解聚成外消旋硫交酯单体，只产生2%左右的内消

旋单体。这对于未来硫交酯单体的立体选择性聚合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省科技厅的支持，有望很快实现

规模化制备和应用。

减少资源使用 缓解环境污染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在可闭环回收塑料研究中取得进展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李樊）今天是中

国传统的元宵佳节，我省加大玩冰雪、庆冬

奥、闹元宵冰雪产品供给，省内多地、多景区

推出滑粉雪、游城乡、赏花灯、吃汤圆等冰雪

节庆活动，丰富市民游客节日生活体验。

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吉旅行平台免费

发放元宵节冰雪消费券，消费者可在线上

参与活动，抽取吉林市北大湖滑雪度假

区、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长白山万

达国际度假区、长春莲花山世茂滑雪场、

长春净月潭风景区、延边州龙井市琵岩山

风景区、长影旧址博物馆、龙湾群国家森

林公园、长白山景区等冰雪企业门票。

各地冰雪活动缤纷多彩，节日气氛浓

厚。长春汽车冰雪嘉年华开展“万客会元

宵 车城庆冬奥”活动，长春冰雪新天地开

展“冰天吉地闹元宵”活动。吉林市万科

松花湖度假区举办“元气生活宵遥冰雪”

元宵喜乐会，为消费者提供滑雪赏凇、游

园购物等体验。长白山在池北区、池南

区、池西区开展秧歌舞展演、猜灯谜等活

动，举办第二届长白山“元宵踏春雪”林海

雪地穿越活动。四平市在英雄广场、南湖

公园开展庆元宵秧歌展演等活动。辽源

市在月亮广场及东辽河冰面开展“冬奥之

光冰雪辽源”正月十五闹元宵活动，推出

扭秧歌、赏花灯、猜灯谜、雪中寻宝、旅游

商品售卖、美食品尝、冰上蹦迪等活动。

通化市开展“万通之夜”2022年元宵节焰

火晚会。白山市开展书画灯谜闹元宵、秧

歌展演、冰雕展等活动。松原市在查干湖

生态小镇开展浪漫有约烟花秀等活动。

白城市开展洮南音乐焰火晚会、镇赉元宵

节谜语竞猜、大安元宵节灯展、“正月十五

花灯俏 锣鼓喧天闹元宵”白城市2022年

度元宵节鹤乡灯谜有奖答题等线下、线上

活动。梅河口市在海龙湖公园举办“璀璨

兴佳·幸福梅河”元宵节音乐焰火晚会、冰

钓等主题活动。

玩 冰 嬉 雪 闹 元 宵
我省各地节庆活动精彩纷呈

为突出抓好农村供水保障，2021年，

省水利厅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完成

工程建设投资29.9亿元，在推动全省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95.3%的基础上，紧盯普及

率100%目标不动摇，持续抓好农村供水工

程建设，着力提高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

水平。同时，把工作重心进一步向工程运

行管护上倾斜，推动工程持续发挥效益，

不断提高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让

安全水、幸福水流入千家万户。

抓工程建设，推进工程新建改造。省

水利厅坚持以“五化”工作法为引领，制定

“任务清单”“施工图”“流程图”“作战图”

“专项债申请模板”，把资金筹措作为关

键，督促指导各地申请专项债券资金、使

用一般债券资金达14.79亿元，各地吃透

用活政策，有效破解资金短缺难题。截至

2021年 12月 6日，全省完成投资29.9亿

元，新建改造工程1914处，覆盖农村居民

117.95万人，其中新增集中供水人口89.7

万人，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达到

95.3%，创历史新高。

抓县级统管，全面提升管护能力。省

水利厅针对农村供水工程点多面广管护

难度大的问题，聚焦农村供水工程由村屯

粗放管理向县级统筹规范化管理转变，把

运行管护作为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重中

之重，成立调研指导组，研究破解长效管

护问题，推动农安、梨树等66个县（市、区）

通过建立县级维修养护队伍、购买服务或

城市水务公司统管等方式初步实现县级

统管。全省安排中央和省级维养资金

1.09亿元，落实县级财政预算维养资金

6023万元，维修养护工程5238处，覆盖人

口322.1万人，有效保障了工程长效运行。

抓水费收缴，实现管理新突破。为提

高供水保障水平，省水利厅进一步强化计

量设施安装，加快推进按户收费、计量收

费，把水费收缴摆上重要位置，牢牢抓住这个支撑工程长效运行的

“牛鼻子”，推动收取水费工程占比达到99.7%，用水户缴费工程占比

达到93.5%。其中，大安市、榆树市和松原市宁江区在推动供水工程

实现收费到户的基础上，还将水费纳入乡镇统一管理；镇赉县选取

部分工程安装IC卡表开展计量收费试点，全省水费收缴管理实现新

突破。

抓问题动态清零，确保工程长效运行。省水利厅突出抓好全面

排查和动态监测，特别是充分发挥暗访专班作用，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销号，确保农村供水保障问题动态清零。设立省市县三级监

督电话78部，畅通群众反映问题和举报渠道，建立“限期+回访+考

核”动态清零流程化管理机制，实行台账销号管理。同步充分用好

考核“指挥棒”，倒逼各地履职尽责，确保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

抓信息化管护，实现在线数据监测。2021年，省水利厅以信息

化监管为突破口，编制印发了《吉林省农村供水监管运管平台设备

设施技术指南（试行）》，开展了3258处供水工程在线数据监测建设，

并实现全面上线试运行。同时选取10个县市开展试点建设，以安装

供水工程水量实时计量设备、供水厂房和水源地视频监控、温度监

控设备等为重点，逐步实现全省农村供水工程实时监控、智能化管

护，着力提高农村供水工程现代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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