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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姜宁 记者尹雪 实习生刘莹）

“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白城市职业教育

事业快速提升，呈现良性循环发展态势，全

市涵盖工、农、牧、师、医等各领域并适应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已初步建立，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明显提

高，人才培养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功能愈加凸显。

基础能力建设开创新局面。白城市启

动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

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2022年底，白城

市教育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白城市

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

案》，制定了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

程学校建设计划工作台账。与此同时，各

县（市、区）以办学条件达标工程为契机，不

断提升职教中心建设，洮南市职教中心拟

投资1.08亿元、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的

办学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已经国家、省发改

和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即将进入项目招标

程序。另外，通榆县职业技术学校投资

1095万元、建筑面积3825平方米的高标准

学生公寓已竣工，其他学校改扩建维修项

目也在实施中。

职业教育改革喜获新成果。白城职业

技术学院、吉林省畜牧业学校的建筑工程

技术共5个专业被省教育厅确定为吉林省

特色高水平高职专业群建设项目和中职专

业建设项目。洮南市职业教育中心与山东

万华集团共同成立校企合作办学性质的洮

南市万华职业技术学校。全市8所职业院

校共与62户域内外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

关系。其中，“海尔”“梅花”等企业冠名班

招生吸引力强。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

型”教师占比为51%，高职“双师型”教师占

比为84%。突出“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积

极组织师生参加各类技能竞赛。2022年，

通榆县职业技术学校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中获得创意组“汽车油漆修补快餐”项目

三等奖，为全省唯一获奖中职学校。今年，

全市7所中等职业学校共有20名选手参加

2023年吉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的比赛，获得省级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

三等奖8个；高职组获二等奖1个、三等奖

1个。

招生工作实现历史新突破。各地各校

通过职业教育活动周、职业教育宣传月等

活动，不断加大职业教育宣传力度，2020

年至 2022年，全市中职学校招生分别为

2337人、2387人、2663人。其中，白城市第

一职业高中在校生已达1733人，洮南市职

教中心在校生超过1200人。今年，全市9

所中职学校（含2所技工院校）已与17所高

校签订了中高职贯通培养合作项目66个，

计划招生1645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活力。各职

业院校对接全市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增设了

光伏工程技术、无人机应用技术、婴幼儿托

育、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等紧缺急需专业28

个。同时，各职业院校充分利用专业优势，

面向企业职工和新型农民、下岗再就业人

员技能提升和转岗创业培训，每年培训

3000人次以上。全市培育“乡里农创园”

县级25个、市级10个、省级5个。

通榆县：依托特色人才 助推文化发展
本报讯（刘畅 记者张磊）近年来，通榆县依

托地域特色人才，积极助推传统文化发展。今年

以来，在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中，通榆县文

艺创作中心的郭丽华作为吉林省唯一一位农民

画家入围总决赛；安秀侠的剪纸《鹤乡风情》系列

和郭丽华农民画《鹤乡秋色》入选第十六届中国

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初

评。

通榆县是文化和旅游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

间绘画画乡”。为传承弘扬“年画之乡”品牌，

2021年，通榆县建立了通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

究中心，加大通榆年画艺术传承培训力度，还在

县电商中心设立了创作活动基地，开展培训研讨

交流活动和传统文化大讲堂，推动通榆年画再出

新作近百幅，其中有31幅作品在省展中获奖，13

幅作品推荐至国展，使这一地域特色优秀传统文

化艺术重新焕发青春。

2022年，通榆县出台了聘用地域特色优秀文

艺人才的特殊政策，成立了通榆县文艺创作中

心，聘任地域特色优秀文艺人才5名，同时壮大

通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力量，培养了一

支40余人的青年画家队伍，是当前国内最大的

一支擦笔水彩年画画家队伍。此外，创作中心还

支持培养了书法、绘画、书刻、篆刻、剪纸、葫芦烙

画、金属画、根雕等各门类艺术人才30余人，为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助

力地域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一年来，共创作完

成优秀作品60余件，带动艺术家团队、学生创作

作品百余件。其中近20件作品进入国家、省级

展览，组图《冰雪鹤乡》入展全国“冰雪情·冬奥

梦”主题绘画展，15幅作品入选中国年画网络邀

请展，新年画《那年（春、夏、秋、冬）》荣获第二届

吉林民间文艺奖，通榆“年画之乡”的美誉再度叫

响。

同时，通榆年画艺术中心入驻县电商中心，

年画艺术家和学员们又参与了通榆特色文创产

品的开发，在通榆豊年货大集上设立了文创展

台，通榆豐新零售体验馆设立通榆文化展示区。

还在通榆县消费扶贫专馆设立了文创产品专区，

精心选取了通榆年画摆件、画盘、书刻、葫芦烙画

等10大类50余件特色文创产品上线展示销售，

推动地域文化产业发展。

小小辣椒长势旺 村民致富有奔头
林淑庆 王凯 本报记者 尹雪

近年来，镇赉县五棵树镇紧紧围绕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采取党建引领示范带动种植、养殖，引

导农民大力发展“短、平、快”高效作物推广。辣

椒、黏玉米、稻田养蟹等产业逐渐形成一村一品，

让农民找到了增收的新路子，激发农业产业新动

能，让“小经济”撬动“大振兴”。

盛夏时节，走进被稻田环抱的镇赉县五棵树

镇后英台村，一片欣欣向荣。家家户户院外道路

干净整洁，两侧绿树成荫鲜花环绕，院内种植的

辣椒，绿意盎然，长势喜人。

村民李振生家的大园子里，一垄垄朝天椒枝

繁叶茂，白色的小花挂满了枝头，新结的小辣椒

嫩嫩的、胖胖的指向天空，憨态可掬。

“我这园子种了921平方米的辣椒，预计能

收入6000多元，庭院种植政府每平方米还给补

贴1.5元。”李振生一边锄草一边笑着说。

“我们村种植的朝天椒，都有订单，价格也有

保障。”李振生的爱人也搭起了话。正是有了合

作社当靠山，村民们才有了底气。

发展产业，党支部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年初，由村党支部领办的镇赉县五棵树姜家洼

庭院辣椒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党员、

干部带头入社。“发展庭院经济就要先打消群众

心中顾虑，党员、驻村干部多次入户，宣传庭院

种植政策，讲发展思路，同村民算好经济账。”后

英台村党支部书记刘浩然说起建立合作社时的

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目前，加入合作社种植朝天

椒的有村“三委”成员和农民党员18户，群众62

户。

在刘浩然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同村陈艳军

家中，他正拿着遥控器给朝天椒喷水。“快过来，

看看我家的微喷，一按遥控器水就出来了，省时

省工还省水，比大水漫灌科学多了。”见我们来，

陈艳军打开了话匣子。“朝天椒牵扯不到我们多

少精力，不出院子就能把钱赚到手。”

“为发展好庭院经济，进一步畅通产销对接

渠道，降低种植风险，镇里通过多次实地考察与

评估选项目，与长春市双阳区鑫田园现代农业种

植合作社签订了朝天椒回收合同，进行标准化种

植。合作社统一育苗、统一配发肥料、统一定价

收购，还提供全程免费技术指导。”五棵树镇党委

书记王占福说。

目前，五棵树镇有4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发展朝天椒庭院种植，共种植朝天椒16.52公

顷，全部签订了订单。合作社成员共有136人，

其中村“三委”成员30人，党员38人、群众68人。

临走前，刘浩然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消息：

“朝天椒的市场前景好，价格稳定。明年，长春市

双阳区鑫田园现代农业种植合作社有意在后英

台村建立辣椒烘干厂，这样一来当地百姓的种植

积极性会更高，腰包也会更鼓。”

白城机场今年上半年旅客吞吐量超2019年全年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磊 实习生刘莹）今

年以来，白城机场运输生产量持续向好，

上半年，累计保障航班起降861架次，运

输旅客6.94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

142%和110%，旅客吞吐量已超过2019年

全年水平。在首都机场集团45家支线机

场中，白城机场5月和6月恢复率均位列

首位，年内白城机场旅客吞吐量将首次

突破10万人次大关。

为满足旅客旺盛的出行需求，白城

机场积极对接运营航空公司，在保障白

城－北京大兴、白城－石家庄－上海浦

东航班持续运营的基础上，加密白城－

天津航班为“天天班”。携手华夏航空、

中联航空优化通程航班全链条服务业

务，经直飞航点可当日中转抵达桂林、成

都、武汉、深圳等五十余个大中城市。便

捷的航空出行选择，吸引了周边乌兰浩

特、松原等城市团队旅客纷纷选择白城

机场抵离。积极携手地方文旅部门，为

航旅融合发展搭建平台，向国内外航空

游客精准推送多类型优惠航旅产品和出

行体验奖励，促进旅游经济快速恢复。

白城机场聚焦主责主业，以“高质量

发展”和“开放共享”理念为引领，联合周

边乌兰浩特、扎兰屯机场开展跨区域航

空合作，从服务地方发展和增强机场管

理实践着手，共同打造“湿地、草原，航

旅、政商”机场服务平台。积极配合地方

政府开展引商、亲商各类活动，拓宽高校

市场营销渠道，持续开展航班产品推介

进校园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师生选乘航

班出行，广泛与白城各县、市（区）接洽，

广开渠道、敞开机场大门，吸引八方商家

开发机场商业资源合作，进一步拓展经

营收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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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夜晚，在白城市公安局

经开分局西郊派出所辖区内的一户

农家大院里，没有主席台，没有发言

稿，二十来把椅子围成一圈，一场以

“拉家常”形式的乡村夜话就此展

开。

“咱们这个乡村夜话就是为了

解决父老乡亲们的困难和问题，大

家有什么想说的畅所欲言，更欢迎

所有的村民参与进来。”西郊派出所

所长牟文玉说。

“警察同志，咱们村东头的柴火

垛堆放太近，容易着火。”“最近经常

有外地牌照的车到村里转，这个咱们

得注意一下。”“同志，我给小孙子上

户口需要啥手续？”村民们你一言我

一语，谈话从身边的生活日常到法律

法规咨询，民警一边记录村民的需

求，一边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夜色

渐浓，现场气氛愈加热烈。“自从有了

这个乡村夜话活动，我们有什么诉求

都能直接反映，问题解决也非常迅

速！”村民连连称赞。

自“警地融合”工作开展以来，

经开分局根据辖区治安特点，利用

夏季夜晚家家户户亮灯闲聊时间与

村民们话家常、讲政策、听民意，结

合职能职责开展乡村夜话活动，深

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着力帮

助群众解决最关心、最现实和反映

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并通过身边人、

身边事，积极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禁毒防毒、收缴非法枪爆物等知

识，为群众生活加装一个“安全

扣”。截至目前，共收集意见建议60

余条，解决村民困难20件，为群众

办实事15件。

“我们开展乡村夜话活动就是

为了当好群众的贴心人、保护人，

乡村夜话既能面对面了解群众所

思所想，倾听群众心声，又能现场

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服务群众‘零距

离’。”白城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局长

吴爱生说。

炎炎夏日，当你厌倦了城市喧嚣，不妨来到

乡野民宿，感受渔村风光带来的无限惬意。在大

安市大赉乡凤翎渔村生态民宿，约上三五好友，

围在篝火旁，感受蒙古族风情，饮一壶美酒，尽情

欢歌，肆意享受一下放松生活，或许生活就需要

这么简单。

凤翎渔村生态民宿项目区占地面积16000

平方米，分为接待中心、东北原乡、渔猎文化、蒙

古族文化、网红露营、水上娱乐、烧烤露营、儿童

无动力生态乐园和水上乐园九个区域。每个区

域各具特色，有蒙古族的烤全羊、篝火、炖江鱼、

特色小吃、80年代渔具展示。民俗博物馆占地

200平方米，收藏了生产生活、交通农耕等6大类

展品2万余件。民宿日接待能力可以达5000人

次，并可容纳200人住宿，为大安市乡村旅游

发展增添新的亮点。

摄影：张磊 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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