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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盛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水田如镜，阡陌纵

横。

2015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光东村时，留下了三点期望：新农

村要进行“厕所革命”、要打出粮食品牌、全面小康哪个少数民族也不

能少。

在总书记视察吉林三周年之际，记者来到美丽的光东村，和村民

们一起分享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越来越爆棚的生活幸福感。

要了解光东村的从前，旱厕是绕不开的一项。当说起这件事时，

村里的“名人”宋明玉十分激动，兴奋地说起当年她和老伴儿与总书记

交谈的情景。

“当总书记得知我们村里还在使用传统旱厕时，便说要来个‘厕所

革命’，让村里人人都能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

如今，推开她家卫生间的门，洁白的墙壁、地砖一尘不染，坐便器、

洗手池一应俱全。“跟城里的卫生间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宋明玉笑着

说。

“室内卫生间，干净又方便”“再也不用担心冬天摔跤了”“感谢党

和政府为我们改造了厕所”……走访时，听到最多的便是大家对“厕所

革命”的频频点赞。

“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与

大家座谈时，金君作为唯一一名返乡创业青年代表，有幸面对面聆听

了总书记的教诲。

“总书记的话一下子为我指明了方向。”于是他成立了公司，组织

起合作社，还注册了大米品牌。站在自家的工厂前，金君滔滔不绝地

介绍着——

“‘吗西达’品牌，朝鲜语就是好吃的意思。”

“我们的米味道香，营养价值也高。”

“未来，我要将光东村大米品牌的知名度打出去，让村民们腰包更

鼓！”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村广场上，几位穿着朝鲜族

服装的村民正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吸引了众多游客 。

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被这热情洋溢的民族舞蹈所吸引，称赞朝鲜族

群众舞蹈跳得好，一招一式就是不一样，这为光东村发展旅游带来了

新契机。

村子陆续将空闲的房屋改建成民宿、开发研学旅游市场、上马稻田

火车等项目，随着游客增多，每年舞蹈队也要演出上百场，队员能收入

五六千元。

“靠着旅游，我们走上了致富路。”舞蹈队队长方顺烈亲眼见证了

村子的变化和发展，现在的生活令他感到充实和幸福。

离开光东村时，广场上响起了歌曲，村民们跳起象帽舞，长长的飘

带在风中旋转，幸福的音符跳跃得自由而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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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关联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福祉。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实施幸福养老工程建设，加快建设医养康养文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逐步构建和完善具有吉林特色的多样化养老

服务格局，用三把“金钥匙”为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开启“幸福门”，

让“养老”变“享老”。

钥匙一：
医防融合 让预防疾病“关口”前移
“这课讲得可真解渴，预防保健知识啥都有。”在长春市绿园

区银融社区，刚听完银龄健康讲堂的75岁居民王仁军对课程赞不

绝口。

以前，他只能看节目学养生，不懂的地方也没人问。自从3年

前有了银龄健康讲堂，家门口陆续建了银龄健康教育实践基地，

他想学的、想问的全都有了“回应”。

银龄健康讲堂是长春市卫健委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为老年人打造的健康教育平台，不仅依托行政社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养老院、社区教育院校开课，还在线上开设直播

课、点播课、音频课，不断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将预防疾病的“关

口”前移。

钥匙二：
推广康养 让老年人乐享桑榆

走进长春市莲花山旅游度假区国色天莲·康养度假小镇，一

下就被欢畅的笑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所吸引。在大厅随便一转，

就会看到有的老人在唱歌跳舞，有的在聊天下棋，有的在喝茶品

茗，还有的正结伴要去爬山……老人们脸上灿烂的笑容诉说着他

们晚年幸福生活。

“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样样都好！”住在这儿的潘奶奶说

出了大家的心声。这里的高质量养老服务不仅体现在吃、住、康

复、医疗等方面，还扩展到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上。除了配有书法

室、棋牌室，还配备了电脑、卡拉OK、3D打印机等，满足老年人想

接触新鲜事物的需求。

据介绍，我省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贴等方式大力支持养老机

构建设，截至5月底，全省建有养老机构1558个，床位14.45万张。

钥匙三：
医养结合 让晚年更有“医”靠

“慢慢抬起胳膊，缓缓落下。”

“将力量放在这边，慢慢来。”

在长春亲亲园养老护理康复中心，康复师正耐心地为老人们

做康复训练。

当记者问起老人在这里住得怎么样时，大家纷纷竖起大拇

指：

“我之前只能卧床，你看现在，我都能起来走路了。”

“住这儿踏实，看病连门都不用出。”……

医养结合是这里的服务亮点，中心不仅配套建有红旗第一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定时邀请医院专家上门为老人做检查，当老

人出现急危重症时，立即启动绿色通道转诊医院，实现了“小病不

出院门、大病走绿色通道”的便利。

吃不愁、病不忧、乐有伴，老人们安享晚年。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生工作重要指示指引下，我省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事业发

展，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相信会有更多的“金钥匙”

打开更多的“幸福门”。

“金钥匙”打开养老“幸福门”
本报记者 毕雪

对记者来说，长春市汽开区长沈路学校是陌生的。日

前，记者来到长沈路学校，一进校园，着实惊讶了。让记者真

真切切地领略了这个学校的让人“没想到”！

“没想到，校园这么漂亮！”

随着宽大的折叠拉门缓缓拉开，映入眼帘的是由学校

“适才教育”办学理念而得名的“适才广场”，孔子、王羲之、牛

顿等多位中外历史名人雕像矗立在广场两侧，穿过长长的甬

道，以文渊楼、文汇楼等古代著名藏书阁而命名、红白相间的

教学楼分立在广场周围，校园内绿树成荫，书声琅琅……

“学校是 2012 年由周边 4 所学校合并而成，是集学前

教育在内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配有图书室、微机室等标

准化配套办学设施，曾经代表长春市通过国家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验收，被评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优质

学校’。”校长吕蓉介绍说。

“没想到，学生的精神面貌这么好！”

从“适才广场”拾阶而上，走进小学部所在的文津楼。走

廊里，有主题丰富、色彩缤纷的廊报；有斜跨“我是长沈小主

人”绶带的值周生；有主动向老师行礼问好彬彬有礼的学生；

有用校园“星星”奖励换取物品的“星愿超市”……每个角落、

点点滴滴都浸透着学校对学生们的文化滋养。

“没想到，学校的课程建设这么有特色！”

走出教学楼，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劳

动体验馆”格外引人注目。深受学生们喜爱的劳动工作坊、

陶艺工作坊、民俗文化馆、艺术手工坊、科学工作室、厨艺工

作室、智创工作室和长沈科创中心就在这里。

在科学工作室里，24名学生分成4组围坐在桌前，正分别

进行着车模的拆解、组装、动力传动小车试验、新能源汽车的

拼装。“他们都是四年级的学生，正在学习力与运动的内容，

今天的活动就是为了配合这个课程开展的，让学生们通过亲

手实践来理解课本的知识。”指导老师赵月介绍，将劳动教育

课程、科技创新课程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就是长沈路学校

课程建设最大的亮点和特色。

虽然远离主城区，却有着充足且高标准的教育资源，

记者在长沈路学校所看到的其实就是我省实现教育从“有

学上”到“上好学”、从“全面普及”到“优质均衡”、从“一个

都不能少”到“家门口的好学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取得成效的鲜明写照。

近几年来，我省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在相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相继实施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工程、电清

洁取暖、“互联网+教育”等暖心的民生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

驶入了快车道，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相信随着吉林

的高质量发展，会有更多的学校让人“没想到”。

这个学校真让人“没想到”
本报记者 李开宇 李文瑶

靖宇县三道湖镇支边村有一大片蓝莓田，

田边竖着牌子，上面写着“靖宇润泰蓝莓基地分

场”。

吉晓春是这里的分场长，也是当地最早实

现就地就近就业的农户。

近日，记者采访吉晓春时，他正开着面包车

依次送基地工人回家。“在家乡就业不用夫妻异

地，免去离家之苦，收入又可观，这一切都让我

倍感珍惜。”吉晓春说。

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他在天津、郑州的工

地上打模板，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过年才能

休息1个月。

2020年，吉晓春的生活出现了转折。

这一年，吉林省润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志春申请了靖宇县就业局就业帮扶车间

补贴，引导脱贫劳动力及时就近就地就业。

也是这一年，我省推进实施农村劳动力就

地就近就业政策。

吉晓春决定返乡工作。

因为他做事认真，对本地情况熟悉，被直接

聘为“靖宇润泰蓝莓基地分场”场长。

“返乡后，第一件事是学技术。”吉晓春

说。为了种好蓝莓，吉晓春跟着杨志春学习施

肥、剪枝、锄草……2021年，吉晓春负责的分场

蓝莓卖了8万元。2022年，蓝莓收入翻到了20

万元。

7月采摘季，吉晓春每天给分场工人开例

会。“没熟透的红果不能摘，摘下的果立马放在

阴凉处，便于摆箱仓储。”

为了把蓝莓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润泰农林

开发有限公司建立了占地1300平方米冷库，蓝

莓仓储冷藏能力达到200吨以上。作为分场场

长，吉晓春负责管理60多名工人，每天记录当

日销售蓝莓数量，帮助果商短期储存蓝莓。

“今年，公司让我负责云南蓝莓基地的泡沫

箱产品包装业务，还给了分红。家人知道后特

别高兴，都说当初回乡就业是正确的！”吉晓春

的脸上满是喜悦。

2022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对我省未来五

年的民生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提出实施城乡

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让社会保障体系更加

健全，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

我省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蓝图正一步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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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素材由本报记者潘硕本版照片素材由本报记者潘硕、、赵博提供赵博提供））

大事记

民生工作与群众生存、生产、生活联系最紧密、互

动最频繁，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集中、感受最

直接的领域。总书记视察吉林三年来，吉林省的民生

工作取得哪些成就？根本原因是什么？记者日前采访

了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都业明。

都业明说，三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将人民安居

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盼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省委省政府坚决扛起“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重

大责任使命，遵循“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

预期”的工作思路，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既抓好学业、就业、创业、职业、置业等人民

格外关注的大事，也办好床位、园位、车位、厕位、梯位等

百姓天天有感的小事，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三年来，我省民生工作的领域不断扩展、保

障水平不断提升、覆盖人群不断增多、工作成效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有效提升。

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省委省政府持续将

新增财力70%用于民生方面支出，形成了省委领导带头、

部门齐抓共管、实时监督落实的责任落实体系。在2022

年全省50项民生实事全面完成的基础上，2023年民生

实事清单更新19项内容，继续实施十个方面涉及30多

个部门的50项民生实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省委省政府以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不

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守为民情怀，勇于开拓创新。保障改善民生没有

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三年来，省委省政府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交出吉

林答卷，形成吉林经验。在全国率先建立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织牢织密社会保障网；在全国率先开

展养老护理制度试点，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在全国率

先建立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统一领导体制，健全基层

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些敢为人先的吉

林实践，极大提升我省民生建设水平，充分彰显了省委省

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的高度政治自觉和强烈的政治担当。

拓领域·提水平·强实效
——访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都业明

本报记者 刘怀

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千方百计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截至5月份，全省共

建有养老机构1558个，养

老床位14.45万张，特困

人员供养机构护理型床位

占比达到53.4%

全省2078个城市社区均建有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实现社区依托型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建成社区老年食堂236个

截至目前，全省共

建立托育机构 2381

家，可为全省3岁以下

婴幼儿提供托位 8.6

万个，每千人口拥有托

位数3.6个，儿童福利

机构10个，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51个

截 至 5 月 底 ，

16565个用人单位提供

岗位 199641 个，达成

就业意向40425人

全省城乡特困供养对象基本生活

标准逐年提标，截至2022年年底，标准

达到月人均1031元和749元，均达到上

年城乡低保标准的1.68倍；退休人员养

老保险待遇较上年提高约4%；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年610元；2795名困难家庭考生在

政府的帮助下圆梦大学。

做实做细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常住人

口家庭医生签约率超

过 50%，重点人群签

约率超过80%

全省建有标准
化村卫生室8760个，
注册在村卫生室执
业的乡村医生共有
12461人，学历构成
以中专、大专为主。
大专学历5301人（占
比约40%），本科学历
276人（占比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