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何林 记者李铭）作为2023年“吉林戏剧节”选调剧目，日前，由通化市歌舞剧院编排的话

剧《白山红雪》在长春大众剧场精彩上演。

话剧《白山红雪》讲述的是杨靖宇将军带领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松水之间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的

故事。剧情以日寇血洗白家堡子为切入点，杨靖宇率部炸毁老岭隧道，全歼了血洗白家堡子的中山部

队，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日寇调集重兵围剿抗联，同时实行并屯。在饥饿、严寒、激战中，战士们一个

个倒下，杨靖宇在伤痛与饥饿中几度昏迷。他吞棉花、嚼树皮、喝雪水，凭着坚强的毅力和誓死不当亡

国奴的爱国主义精神，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直至壮烈殉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篇气壮山河、撼天动

地的抗联英雄史诗。

“你们把英雄人物演活了，太精彩了”“很受感动，我要组织学员去通化开展研学，让孩子们也去看

你们的演出”……精彩的演出直击心灵，现场观众满含热泪，掌声不断，纷纷表示要传承红色精神，让

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

话剧话剧《《白山红雪白山红雪》》演绎英雄壮举演绎英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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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推动吉浙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走笔

本报记者 李铭 实习生 范诗晗

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再结新硕果，通化市与浙江省

台州市在交流合作中协同发展，以政策为牵引、以产业为

纽带、以共赢为目的，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取得一系列新

进展、新成果、新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高位推进全面互动，年初以来，浙江省发改委、台州

市发改委和椒江区考察团等工作组分批到通化开展主题

调研，共同打造对口合作“升级版”。3月，通化人大代表

企业家浙江经贸交流洽谈会在杭州市举行，20多家浙沪

商会协会、80多位浙沪客商和本土企业家共话发展。东

昌区组织企业家协会成员赴浙江考察学习，针对医药健

康、智慧物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进行交流互动。

互访互学互促中，发展、创新、求变的思想观念和务

实合作，拓宽了发展新天地。

“新时期浙商善学习、勇创新，守诚信、重担当，为民

营企业发展树立了榜样。我们要更新大脑‘数据库’，丰

富发展‘武器库’，在新征程新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

速度。”交流活动中，通化百利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思

锐获益良多。

架起深度合作之桥，开辟互利共赢之路，通化市制定

印发《2023年通化市吉浙对口合作工作要点》，着力推进

“以项目共建激发经济活力、以园区合作搭建经贸平台、

以技术对接提升竞争实力、以文旅互补提升通化形象、以

商贸合作拓展市场空间、以特色农业激活通化产品、以改

善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以互访交流提升合作质量”八个方

面33项重点工作。开展“十城百场”吉浙对口合作交流，

组织市直21个部门和8个县（市、区）通过领导互访、培

训交流、现场座谈、实地考察等形式，在现代农业和乡村

振兴、文化旅游、民营经济发展等多领域开展面对面交流

互动。

深化合作硕果盈枝，通化与台州对口合作的招商引

资项目进展迅速。

通化中医药健康养生园项目是通化与台州对口合作

的首个落地项目，致力于打造集医疗康养、休闲旅游于一

体的特色康养之地。目前，部分养生小院、老年大学等已

建成，被评定为AAA景区，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擦亮通化

“医药名城”“康养之都”城市品牌。

对口合作重点项目通化有点牛牧业有限公司大型肉

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实现肉牛全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公

司负责人董迪马告诉记者：“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建成并投

入使用，以青贮窖、标准化牛舍等基础设施和发展能繁母

牛为主，已购入西门塔尔母牛258头，现存栏310头。”

一个个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符合绿色转型发展的大

项目、好项目在通化落地开花的同时，两地在多个领域也

结出累累硕果。

农特市场拓展壮大。通化在台州共有19家大米直营

店。台州在通化异地储备玉米、水稻等粮食累计达3万

吨。通化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大蔚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成立通化农发实业有限公司，开展稻米及水稻

收储业务。设立“印象通化苑”特色农副产品店，东昌区上

百种名特优产品进入椒江区，累计销售1000余万元。

技术合作不断升级。通化奥唐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与台州光中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签订高速测功机用联轴

器合作项目，目前部分生产设备已安装完成。持续推动

东方红药业与浙大现代中药研究所产学研合作，东方红

年产3000吨中药配方颗粒智慧工厂建设项目前处理车

间、提取制剂车间、综合仓库基础施工已完成。与杭州火

石创造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医药产业（大脑）赋能中心合

作项目增加涉及“MAH”研发、制造、销售模块，目前手机

应用端已初步完成模块设计。

此外，两市还探索搭建对口合作“互采互用”平台，建

立常态化“互采互用”工作机制，搭建多元化“互采互用”

互动载体，推动产品与市场、资源与资本双向合作对接，

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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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建飞 记者李铭）今

年以来，通化市以贯彻落实全省抓

党建促乡村振兴行动“七个活动”

为主线，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

织力为目标，努力在难点上求突

破、特色上求创新，全力推动乡村

振兴。

突出“高”定位，“一盘棋”系统

部署。明确1个专班统筹、1个清单

推进、7个配套方案实施的“1+1+7”

基本思路，县级党委组织部创新载

体、细化举措，乡村基层组织积极响

应、全员参与，全市上下初步形成了

以各级责任落实推进“七个活动”落

地的执行体系。坚持“一张图”落

实，创新实施“八个一”举措、研究制

定重点任务清单等措施，逐项活动

细化分解，汇聚强大合力。

注重“精”施策，“一体化”集成

推进。精心谋划开展“书记比武·

擂台争锋”活动，全市村书记通过

县级党建微信公众号、现场承诺亮

诺等形式，“晒出”干事创业清单。

以“帮扶带动、联建共建、挖潜增收”

撬动全市村集体经济实现“大跨

步”，开展集体经济增效“大调研、大

包保、大提升”活动，提出“县级领导

包保后进村、组建兴村工作团、发展

一批产业项目、清理一批集体三资”

等12项具体措施，目前，村均收入

近27万元。同时，组织33个“五星

级”村党组织与周边村、后进村结成

帮带对子，15名银行系统业务骨干

到试点县各乡镇挂职对接，推动

148 户企业与重点边境村联建帮

扶。坚持把“为民服务”活动作为其

他活动成果的延续拓展，逐级建立

实事项目台账，378个网格党支部、

1657个网格党小组成为化解纠纷、

为民服务的前哨堡垒。

坚持“树”导向，“一把尺”奖优

罚劣。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抽

调精干力量组建4个督导组，全过

程包片督促指导、定期调度、实地

核验。推动落实“赛马机制”，结合

全市“五亮五比五赛”，全面优化细

则、量化标准，推动红、蓝、灰榜村

评比“给一分有理、扣一分有据”，

通过县与县排次序、乡与乡拉大

榜、村与村看排名，全面营造“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

通化：用好红色资源 为党员干部“润心铸魂”
本报讯（记者李铭 实习生范诗晗）一直以来，通化市坚

持把红色资源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党员干部坚定理

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用好用活本地红色资源

优势，为党员干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打造红色阵地，再现红色资源历史“原味”。立足通化

“革命老区、红色之城”资源优势，深入挖掘靖宇陵园、东北

抗联纪念馆、五女峰抗联密营、河里会议旧址等130余处红

色资源，活化为可看、可听、可读、可续的党性教育资源。吉

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是以东北抗联精神为主题、吉林省首批

纳入中组部备案目录的党性教育基地，建成以来，共举办各

类主体班次400余期、培训党员干部9万余人次，其中培训

本地党员干部30余期、5000余人次。

打造精品课程，激活党性教育现实“真味”。依托通化

“重走抗联路”党性教育品牌，打造涵盖东北抗联奋战史、精

神内核、时代价值、当代实践的特色精品课程。利用通化光

荣的革命传统和已形成的“一核两翼八区十线”红色教育资

源，打造以红色资源为核心区，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三条红色历史轴线为延伸链，以经典红色、生态绿色、

专业特色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现场教学线路。开发“徒步

抗联小路”“品尝抗联饭”“模拟抗联整编”“野外宿营”“雪地

战斗”“战地侦察”等11类100余个特色课程，打造抗联棋

盘、抗联军校、抗联密营等运行成熟、主题鲜明、富有特色的

现场教学点，再现红色资源文化内涵，切实提升党性教育的

感染力和吸引力。

创新教学方式，增强党性教育学习“趣味”。积极探索

开展沉浸式教学、案例教学，丰富完善现场教学、访谈教学、

情景教学、影像教学、故事会教学，形成走抗联路、唱抗联

歌、吃抗联饭、讲抗联故事、抒抗联情怀的陪伴式教学模式，

为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提趣增味”。依托吉林杨靖宇干

部学院“学习书苑”“红色吉林”主题教室和“对党忠诚”情境

教学馆等特色教学方式，编排以杨靖宇、赵一曼英雄事迹为

主要内容的情景剧《不朽的旗帜》《不屈的精神》，切实增强

党性教育的鲜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