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间露营寻野趣，登山戏水享清凉；游

园采摘逛夜市，广场起舞共欢唱；线上线下

品非遗，民俗体验更多样……2023年的端午

节假期，吉林市文旅活动异彩纷呈，文旅消

费持续升温。

6月25日，记者从吉林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获悉，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测算：吉林市端午节假期接待国内游客

85.54万人次，同比增长18.6%；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7.39亿元，同比增长7.2%。“好天气+

好活动+好环境+好服务”让江城市民出行和

消费的热情持续高涨，更让到吉林市避暑休

闲的域外游客数量持续增长。

在吉林市委、市政府的精心部署下，各

行业主管部门、各级文旅主管部门携手文旅

企业共同策划，推出一系列“粽”味十足的活

动，融合传统文化、地域特色与时尚潮流，不

断激发城市新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

动能。

特色活动创意新
产品丰富人气旺

露营山水间，乐享休闲游。在松花湖度

假区，外来游客和当地市民在如茵的草地上

搭起帐篷，他们远离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在

此寻一处静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享受闲适的惬意……6月上旬至中旬，先后

有桦甸市乡村旅游露营节、“星空之夏 悦享

江城”吉林市第二届露营文化节开幕，释放

出吉林市全面启动夏季文旅节庆活动的强

烈信号，带动节日旅游市场逐渐升温。

端午节假期，吉林市天气晴好，凉爽宜

人，适合游人户外活动。各大景区景点也不

失时机地推出融合游乐性、参与性、体验性

于一体的旅游产品，让乡村旅游、红色旅游、

生态观光游、温泉养生游、露营休闲游等项

目变得越来越火热。

在松花湖度假区，举办了端午汉服游园

会、旱地赛龙舟、激情泡泡跑、青山趣寻宝、

草地音乐、端午市集、篝火晚会、好运投壶打

卡、青山纸鸢展演等几

十种活动，让游客充

分感受到玩法之丰富有趣。桦甸市森林慢

谷景区推出环湖骑行、水上BBQ、休闲垂钓

等项目，把体育运动与休闲娱乐有机融合

的理念引入人们的生活。蛟河市红叶谷景

区运用3D投影和 LED特效，为游客打造了

“灯光艺术+森林美景”的奇幻视觉盛宴。

磐石市也精心打造了7条红培研学旅游线

路、9处红培研学打卡地，让游客和青少年

走进东北抗联创建地，聆听革命老区的红

色故事……

这个假期，吉林市城区及周边的重要景

区都呈现出文旅产业复苏的勃勃生机。北

山风景区接待量超过11万人次，松花湖风

景名胜区接待游客近2.95万人次，朱雀山

国家森林公园接待游客9100人次，拉法山

国家森林公园接待游客6900人次……各个

景区人头攒动，停车场一位难求，餐饮摊位

热气腾腾，旅游业在烟火气中迅速升温。

非遗传承氛围浓
城市人文魅力足

6月 10日，在吉林市北山风景区，伴随

着“哼哼哈嘿”和一阵阵喝彩声，“武功高

手”纷纷登台展示。双翼太极拳传承人马

玉杰等展示了双翼太极出拳灵活、攻防鲜

明的风格以及行拳平衡、脑体双健的特点，

这是正在进行的是吉林市第二届非遗武林

大会的一个场面。随后，程式八卦拳、大洪

拳、混元太极、吴图南太极拳

等诸多非遗项目传承人和群

体登台展演。

在端午节前，吉

林市还组织开展了2023年吉林市“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活

动共开展线上线下活动7项，其中，包括举

办“讲好非遗故事”、吉林市民间文学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书法创作大赛，展出了

与“蛟河民间故事”“火烧船厂的传说”“白

花点将传说”“九龙山的传说”等20余个民

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内容相关的

41幅书法作品；举办“穿越时空的对话”现

代音乐会，推出《四物乐的畅想》《梅清时

节》等12个曲目，推动民间音乐、戏曲、曲

艺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举办“关注非

遗人”吉林市首届非遗人像摄影展，组织全

市摄影爱好者，为古琴艺术、单派评书、荣

派单弦、赵氏烫画、满族旗袍制作技艺、缸

窑烧造技艺等44个非遗项目传承人拍照，

展示非遗保护成果，增进项目推介与宣传；

举办“江城滋味”吉林市非遗美食品鉴体验

活动，组织乌拉满族凤吉园贾家锅子、牛马

行饸饹条、新兴园圆笼蒸饺、福源馆等8个

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的42家经营单位，开

展打折促销、品鉴体验活动，引导广大民众

畅享非遗购、探访非遗味，助力非遗项目产

业化发展；举办“讲述自己的

故事”吉林市非遗人手机短视

频线上展播活动等。同时，吉

林市博物馆举办的“博物馆里

过端午”活动，邀请缸窑陶瓷、

华氏布贴画等多位非遗项目

传承人进行现场展示。吉林

市满族博物馆也推出了满族

非遗项目体验等活动，充分展

示传统文化和特色民俗的文化内涵。通过

线上线下展演，让人们感受看得见、听得

着、摸得到、尝得鲜的非遗魅力。

文艺活动精彩多
市民参与文化热

6 月 21日，在吉林市世纪广场举办的

2023“群星璀璨·放歌松江”吉林地区群众文

艺精品展演活动上，一支支歌舞和一段段戏

曲展演、一首首民乐演奏，让市民听得如痴

如醉，看得大呼过瘾！吉林市的文艺表演团

队轮番登场，用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讴歌新

时代、礼赞新征程，积极向上的演出内容展

现了江城人民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

的城市风采，激励新时代的吉林，再赴新征

程，再谱新华章。

据悉，从6月21日起至7月初，吉林地

区的文艺工作者还将陆续为全市广大城乡

群众奉献16场大型文艺演出。

这个夏天，吉林市以市政府门前广场

为中心，依托临江游园、乌拉公园、文庙广

场等 13个沿江广场及城市休闲广场举办

的2023“松江艺风·点靓江城”松花江文化

风景线系列活动，充分满足了群众对参与

不同文化活动的需求。活

动从 6月下旬持续到 8月

下旬，每个周五、周六晚上

都有演出，将为市民和游

客奉献百余场特色文艺节

目。

端午节期间，全市各

大公共文化场馆围绕“传

统节日+体验民俗”的主

线，纷纷推出老少皆宜的

文化活动。6月 22 日，第

二十二届吉林市朝鲜族民

俗文化节在吉林市人民广

场开幕，来自吉林地区的

共计21支代表队、1000多

人参加了活动，全面展示

了吉林市朝鲜族群众昂扬

向上的精神风貌，促进了各民族文化创新

发展。

一场场弘扬新风正气、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广场文化活动，不

仅吸引了市民广泛参与，也让域外游客感受

到“人文江城”的独特魅力。

这个端午节假期，吉林市以“22℃避

暑休闲季”为主打文旅品牌，让人气热起

来，让消费火起来。北国江城吉林市赚足

了口碑，塑造了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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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家长慧”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本报讯（记者姜岸松）“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

天天向上”。近日，听了吉林市“江城家长慧·家庭教

育课堂”讲师的授课，家长陈晶恍然大悟：“之前以为

孩子习惯养成是自然而然的，现在才知道里面蕴含着

那么多道理。”

近年来，吉林市妇联立足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

教、传承好家风，推进全市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

发展，并成立吉林省首个地市级家庭教育特色研究项

目“江城家长慧·吉林市家庭教育特色项目”。近两

年，开展各类活动1000余场，服务家长20余万人次，

覆盖约7万余户家庭。

成立吉林市家庭教育学会，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家庭开展专业化、规范化、个性化

的家庭教育指导支持。建设家庭教育实践基地。积

极发挥指导辐射带动作用。

组织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实践活动，常态化寻

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书香家庭”，形成“寻万评

千树百”格局，营造家庭教育良好氛围。

“孩子放学回家，做作业拖延，该怎么办？”“孩子

一到家就很叛逆，该如何解决？”……针对这些问题，

他们组织“江城家长慧·吉林市家庭教育专家指导团

队”，走进社区、学校，把科学的家教方法、理念送到家

长身边，不断延续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生命力。

桦甸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进度过半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社区环境越来越好，住在

这里真是越来越幸福。”近日，走进桦甸市新华街道通

钢小区，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住宅楼，楼宇墙面

焕然一新，居民陈丽华谈起生活环境的变化，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桦甸市自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以来，城市形象

和居住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今年的改造工程正在统筹推进，截

至目前，工程进度已逾50%，计划9月底前全部完工。

据介绍，今年的改造工程共计改造小区116个居

民楼166栋，建筑面积64.38万平方米，涉及住户7386

户。改造内容涉及小区内排水、公共绿化、路面硬化、

路灯、楼梯间以及屋面等。在改造过程中，桦甸市按

照“一区一案”的原则，多标段同步施工，确保项目如

期施工如期竣工。

近年来，桦甸市聚焦小区设施、环境、空间、文化、

管理、服务等方面综合提升，坚持统筹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他们在改造前“问需于民”、在改造中“问

计于民”、在改造后“问效于民”，全力把老旧小区“改”

到居民心坎上。

“我们多次组织设计单位实地走访踏查，广泛收

集居民合理化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精准设计方案，确

保改造内容居民定、施工质量居民看、后续管理居民

商、改造效果居民评落到实处。”桦甸市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负责人说。

吉林高新法院开展“党建+公众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近日，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举办了“党建共建 习法逐梦”2023年第

二期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25名师生走进法院“打卡”，零距离感受智慧法院

成果，沉浸式体验新型司法服务。

在诉讼服务中心，师生们边走边听、边看边问，兴

致勃勃地体验并了解诉讼服务中心功能设置。“一站

式”诉讼服务、网上自助立案、跨域立案、当事人评价

系统操作等诉讼辅助功能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赢得了“专业、高效、贴心、便民”的赞誉。

“诉前调解看似平凡却不平庸。当事人握手言和

的感动、诉讼负担的减少及司法资源的节约都是诉前

调解工作的收获所在。”通过法官的介绍，大家对调解

室“小舞台”发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作用”有了更

深的了解。

在法庭内，立案庭法官向同学们介绍了审判长、

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原告、被告角色与职责，

以及法徽、法袍、法槌等象征意义，让同学们亲身感受

法庭的庄严与法律的威严。互动环节中，法官以案释

法，帮助学生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与能力。

本次活动将观摩活动作为大学生的实践课堂，既开

阔了他们的视野，又增强了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取得良好

效果。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 通讯员向镜润）去年以来，舒兰

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打出一套“创城+N”组合

拳，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舒兰人民。

“创城+厚德实干”，浸润城市文明底蕴。舒兰市围绕

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文明交通等六项工程，深入推进“城

乡建设提升年行动”。共清理垃圾17468处，绿化美化完成

750公里，栽植树木7.1万株。清运垃圾4万余吨，拆除违

法建筑和临时设施310余处，规划机动车停车泊位828个，

城市道路清扫覆盖率和机械化清扫率均达90%，建设5条

绿美示范街路，铺种草坪8000平方米，花卉栽植面积4800

平方米。

近年来，舒兰稳步推进城建重点项目，舒兰大街南段、

二道街、建设路等道路改造全面进场施工，新建朝阳大桥

项目和正阳菜市场、幸福广场改造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

改造老旧路308公里，新通硬化路179公里，惠及18个乡

镇，受益人口25万人；新开工建设6个28万平方米的房地

产项目和12万平方米站前路棚改安置区；新建城市公园3

个，完成黄泥河、顺水河生态治理。

“创城+网格管理”，推动管理精细化。舒兰市细化创城

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形成“大城管、小网格”治理格局。新

建成6500平方米的市级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构建“15分钟便民服务圈”，利用舒兰文明创建云平台将

各行政区域网格化，建立网格管理微信群。成立专项工作

督导组，落实“赛马”机制，开展督导检查120余次，共发现问

题5400余条。

“创城+育人”，激励争做“文明人”。舒兰市坚持把创建

“文明城”与培育“文明人”有机结合，广泛宣传各部门各单

位文明创建工作经验成果及展现公民文明风尚的暖人故

事；开展“小手拉大手、文明创建一起走”等志愿服务活动

5500余场次；组织社区、党政机关、社会公益团体志愿者5.2

万余人次走上街头、深入地头，倡导群众绿色低碳环保、移

风易俗；先后评选出各类道德模范、身边好人430余名，获评

“中国好人”1人、“吉林好人”16人、全国文明村镇2个、省级

文明村镇14个。

本报讯（记者姜岸松）近年来，蛟河市拉法街道海青村由

党支部领办的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发展安格斯黑牛

养殖产业，开拓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致富路。

走近海青村专业养殖合作社，远远地便听到牛舍里传

来此起彼伏的牛叫声。宽敞的牛舍内，百余头毛色发亮、膘

肥体壮的安格斯黑牛正在吃草、休憩。海青村专业养殖合

作社的理事刘云峰告诉记者，现在养牛已经全面实现了机

械化，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极大提高了效益。

刘云峰说，合作社去年九月成立至今，安格斯牛的存栏

量已达110头。他们采用的是秸秆加青储饲料的饲养方式，

每年可消耗秸秆500吨左右。他预计到明年三月，存栏量将

超过200头。

海青村专业养殖合作社总投资240万元，占地面积3000

平方米。合作社为打造特色养殖产业，在去年10月和当地

的信霖牧业达成“企业+村集体+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信霖牧业将100头母牛卖给合作社；母牛繁殖牛犊，养五六

个月后公司回收；母牛继续留着产牛犊。这样一来，可持续

培育壮大安格斯肉牛产业，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品

牌化现代农牧业，进一步构建起龙头企业、村集体、农户之

间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如今，海青村专业养殖合作社的肉牛养殖产业愈发壮

大，龙头企业带动、繁育良种、秸秆转化、金融支持、购销一

体，每个环节都力求科学缜密，全面构建现代肉牛全产业

链，海青村“牛文章”越做越好。

省工信厅驻海青村第一书记李好站在村部东头的一片

空地上说，下一步，他们将利用脚下这片地，在年底前新建一

栋900平方米的暖棚，继续扩大养殖规模。然后以村民“包牛

代养”的模式，吸纳更多农户入股合作社，带领大家走上产业

致富路。

新闻走廊

蛟河市拉法街道海青村：

党支部领办肉牛养殖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党支部领办肉牛养殖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

文旅融合彰显特色文旅融合彰显特色““粽粽””头大戏迸发活力头大戏迸发活力
——吉林市推动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走笔吉林市推动端午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走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婷李婷 姜岸松姜岸松

舒兰市打出舒兰市打出““创城创城+N+N””组合拳组合拳

吉林市第二届露营文化节。

第二十二届吉林市朝鲜族民俗文化节现场。

桦甸市乡村旅游露营节。

蛟河海青村养牛场里的黑牛。

大美舒兰。

端午假日里的松花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