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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沈白高铁吉林段施工现场传来喜讯，

截至上午10时，沈白高铁吉林段TJ-4标隧道掘进已达

20229.2米，施工取得重大进展。

来到位于通化市境内的沈白高铁吉林段双山隧道

施工现场，机械设备轰鸣声此起彼伏。掌子面上，7、8

名工人手持钻机正站在高高的操作台上对坚硬的岩石

打着炮眼。不远处，其他工人正在仰拱内进行钢筋作

业，一派繁忙的施工场景。

中铁十五局沈白高铁项目部一分部副经理李诚恩

告诉记者：“这座隧道全长5473.25米，是全线的控制

性工程，从开挖到建设完成，要

经过爆破开挖、初期支护、仰拱

施工、防水施工、二次衬砌等工

序，计划年底前实现贯通。”

据了解，沈白高铁吉林段

TJ-4标位于吉林省通化、白山两

市地带，线路全长30651米，地形

多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工程

包括隧道、路基、桥梁、涵洞、无

砟轨道等。其中，隧道共10座，

全部为单洞双线隧道，地质构造

复杂，软弱围岩占比高，部分段

落有富水现象，存在冻土冻融冻

胀、岩溶、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

质，整体施工难度大。

面对困难，该项目团队科学

配置物资材料、机械设备、作业

人员等要素，精心编制施工组织

设计方案，运用网络计算技术，

适时调整进度计划、资源配置和

开挖方法，实行动态管理，确保

工程进度。

“我们把隧道施工列为工作重点，全面树立‘工法

定工装、工装保工艺、工艺保质量’理念，积极推广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方式，建立健全安全质量和环

水保管理制度和体系，认真落实超前地质预报和监控

量测流程，强化对施工关键环节的全过程盯控，不断提

升项目管理水平。”中铁十五局沈白高铁项目负责人王

孝荣说，项目建设过程中，全体建设者从资源保障、施

工组织和过程管控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剩余隧道工

程早日完工。

通
化
市
多
点
发
力
保
障
粮
食
丰
产
丰
收

本报讯（记者李铭）金秋

十月，山城通化满目“丰”景，

处处秋收忙。全力以赴保障

粮食丰产丰收，通化市扎实

推进粮食生产、储备、流通、

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粮食安

全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截至

10 月 8 日，全市粮食面积

330.45 万亩，已收获 99.23

万亩。

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

策。通化市农业农村局大力

宣传、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

农政策，调动农民种粮积极

性。今年以来，全市已发放

耕地地力补贴、种粮一次性

补贴等各项补贴资金 5.12

亿元。提高农机装备水平，

稳步实施农机购置补贴，全

市共落实中央补贴资金

3770.8万元，补贴机具3019

台，受益农户2539户，农机

具的保有量进一步增加，为

秋收农机化生产提供技术装

备支撑。

深入田间加强技术指

导。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通

联系，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做

好气象灾害发生形势分析研

判，发挥科研、教学和推广体

系专家作用，指导各地抓好

后期田间管理。对可能发生

早霜的区域，指导农民采取

有效措施做好应对和防御，

尽最大可能提高粮食产量，

确保粮食丰收。

推进绿色高产高效发

展。通化市农业农村局印发

《关于发布2023年全市农业

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通

知》，优选出适合通化区域种

植的品种43个和26项实用

技术，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撑作用，

促进农业绿色优质高效发

展。

大力开展病虫害防治工

作。制定《通化市 2023 年

“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方案》，组织专家会商分析，

加密监测预警，突出绿色防控。通过“虫口夺粮”行

动，统一组织实施玉米、水稻统防统治或绿色防控

面积34万亩次以上，最大限度降低危害损失，全力

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目标。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积极指导农机合作社、

农机大户等做好作业机具的检修、调试和保养，确

保农机具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秋收作业。督促

农机销售和维修网点提早备足机具和易损配件，保

障秋收机械化生产高效推进。农机技术人员进村

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机收减损、倒伏作物收获

等农机化技术与操作指导，提高农业机械作业效

率，确保秋收粮食“颗粒归仓”。

建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依托农机合作社

等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队，强化农机作业应急储备，提升机械化防灾减灾

能力，确保秋粮及时收获。截至目前，全市依托26

个农机服务组织，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26个、人员

190人，装备数量32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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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铭李铭 裴虹荐裴虹荐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通化市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市民

游客亲近自然、赏景观光，尽享美好时光。根据文旅部数据中心

测算，“双节”期间，通化市累计接待194.73万人次国内游客，同

比增长 245.45%；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2.28 亿元，同比增长

403.28%。

亮眼的数据背后离不开通化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持续创

新的发展动能和优质服务的强力支撑。全域旅游一派繁荣景

象，描绘出通化市加快推动旅游产业向千亿级迈进，努力开创全

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

全域旅游人气高涨

人气高涨，活力空前。“双节”假期，通化全域旅游以市区佟

佳江旅游度假区、玉皇山公园、龙兴里文旅小镇等景区景点为核

心，联动各县市区特色文旅资源，以“彩色通化 悦享金秋”为主

题串联起整个城市旅游活动，独特的旅游资源和多元化文旅活

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精彩绝伦的文旅盛宴。

“玉皇山公园国庆菊花展上的美丽盛况，让美丽的假期充满

美丽的心情。看，我的手机里留下了好多美丽的瞬间。”市民曲

径幽在美景中如痴如醉。

秋日赏菊，玉皇山公园国庆节菊花展如同盛大的斑斓画卷，

吸引了近14万人次的游客。如诗如画的美景、淡雅宜人的香气，

让人仿佛置身于花的海洋，流连忘返。

精彩演绎不断、景区游人如织，多维度营造节日浓厚氛围，

佟佳江旅游度假区“月映山河 饼呈心意”中秋游园会、“迎十一

庆国庆”庆祝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群众文艺演出等活动接连上

演，累计接待市民和游客25.2万人次。

节日期间，龙兴里文旅小镇歌舞乐器、相声评书、川剧变脸、

空中芭蕾等精彩的文化艺术表演让游人直呼过瘾，仅10月5日

至6日两天，就接待游客4万人次。新型旅游体验模式，不仅增

加了游客的游览乐趣，也体现出通化市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创

新之举。

全域推进，通化市各县市区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各类活

动、节会精彩纷呈。

10月3日，云岭野山参风景区举办“秋入云天·万山红遍”枫

叶节活动，沿赏枫栈道而上，层峦峰聚，枫姿卓越，漫山红叶环绕

身旁。同时，景区观放山人抬参仪式、亲手采挖人参、品尝一杯

醇香的山参酒等，让游客们尽享“中国野山参之乡”的无尽魅力，

累计接待游客8.76万人次。集安市举办第十届地产名优商品

展、大吉他音乐广场文艺演出等活动，累计吸引游客26.8万人

次。辉南龙湾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7万人次，同比增长167.64%。

“精神之旅”别样“红”

追寻红色记忆，接受一次红色洗礼，通化市红色沃土涌动文

旅热潮，周边红色旅游景区人气高涨，人们在游览中厚植家国情

怀、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动力。

在通化县兴林镇，结合当地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民俗

等，该镇打造出集抗联历史回顾、乡村民俗体验、生态休闲养生

于一体的“曲柳川红色生态产业园”等特色旅游项目，让游客既

能了解红色文化，又能享受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以前旅游都是去海边、景区之类的地方，这次特地带着孩

子来通化，在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联战士战斗过的地方追寻红

色足迹，感受精神力量，真的很受教育。这里的生态环境也让旅

行充满惊喜。”特别的红色之旅激起辽宁游客田先生和家人满满

的爱国心。

通化拥有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现阶段留有革命遗址、遗迹124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2处，

打造出“重走抗联路”这个具有时代内涵的党性教育红色旅游品

牌。

深耕红色热土，做热红色旅游，杨靖宇烈士陵园、东北抗日

联军纪念馆、玉皇山烈士陵园、五女峰抗联密营等一批红色旅游

景区、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们接受红色教育，铭记革命历史，进

行红色体验。

通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于洋告诉记者，中秋

节、国庆节期间，杨靖宇烈士陵园迎来全年接待高峰，日接待量

达2000人左右。

通化，英雄辈出、风景秀丽的红色圣地，东北重要的革命老

区，正紧紧围绕“红色之城 康养通化”的城市品牌定位，不断加

快推进红色旅游工作向纵深发展并展现成效。

乡村旅游见山望水

实现乡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愿景，通化

市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出边境风光游、生态康养游、乡村体验

游、红色记忆游、自驾生态游等系列精品旅游线路20余条。集安

市“金风硕果累累 烟火古城秋意”线路成功入选全国“橙黄橘绿

乡村胜景”主题乡村旅游线路。

这个假期，集安市和通化县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引得游客如潮。

以创新的方式打造独特的旅游体验，集安市钱湾

村“果宿”、下活龙村“渔·坞”等精品民宿，让游客深入

体验乡村的淳朴风情；G331“北境公路之王”热度持续

攀升，沿途美景如画，吸引了大量房车、骑行、摩旅等

户外游客；以五女峰、鸭绿江为代表的生态游挖掘资

源优势，创新玩法，给予游客更多新奇体验，五女峰累

计接待游客量、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50.4%、

211.8%；一览好“丰”光，通化县西江贡米小镇以稻田

观光为主，结合石磨文化园和果家体验园，让游客充

分领略乡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

“乡村体验、边境风光、生态自驾这些玩法不仅增

加了游客的参与度，也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到乡村

的风土人情。我这小院更是假期前就陆续被预订，天

天客满。”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老姜农家院老板姜贵

成高兴地说。

人气十足，映衬出乡村旅游在吸引游客方面的巨

大优势。假日期间，集安市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

5.6万人次，同比增长500.4%；通化县乡村旅游累计接

待游客更是高达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5％。

随着游客的增多，通化乡村民宿“一房难求”。集安市钱湾

村“果宿”、下活龙村“渔·坞”民宿，以及通化县的振国养生谷壹

号庄园等入住率均达到100%。

“舌尖狂欢”活力迸发

“集安用她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尤其是集安火盆、烤肉、鸭

绿江鲤鱼等特色美食，每一道都是地域文化与味蕾的交融，真是

享受了一场舌尖上的狂欢。”游客白静雯打趣地说，作为资深“吃

货”，在集安度过假期是她最好的选择。

在通化，以“吃”为主题的旅游元素人气火爆，美食旅游、菜

市场旅行等新型旅游方式成新风潮，各大特色餐饮店铺更是生

意火爆，推动餐饮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在集安市，火盆街、烧烤街、沿江美食街等特色街区的店铺

上座率连续6日达到100%，每日的翻台率高达15次。特产店铺

游客排起长龙，集安人参、冰酒、时令水果成为游客消费热点。

集安早市客流量居高不下，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达到28万人次，成

交额高达660万元。

柳河县努力推动市集经济发展，打造特色早夜市街区，吸引

近80家商铺入驻，假期期间累计接待游客人数达到2.5万人次，

营业收入约438.2万元。

重点景区人气火爆、乡村旅游热度飙升、特色美食开启狂欢……

这个假期，通化文旅市场“增长”成关键词、“特色”成热卖点、“约

满”成高频词，“旅游热”带动“经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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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铭 通讯员杨子巍 孙
洋）年初以来，通化市委党校扎实推进人才

强校战略，以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为重点，

大力实施名师培养工程，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助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培养规划突出“细”。在教师队伍培养

方面 ，超前谋划、精细推进 ，研究制定

《2023—2025年名师培养工程规划》《2023年

名师培养工程实施细则》和《名师评选办

法》，进一步明确教师队伍培养目标，细化培

养模式，规范管理办法，为骨干教师成长提

供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实现“1+2>3”的工作

效果。

培养方式突出“练”。对年轻骨干教师

采取多岗位历练、多平台锻炼、多角度磨炼

的方式，促进经验积累、快速成长。制定《关

于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挂职锻炼实施方

案》，连续5年每年选派1至2名优秀中青年

教师到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市区内的乡

（镇）、街道挂职锻炼，提高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教学能力。组织开展全市党校系统优

质课评选、学科讲坛、名师讲台、青年教师讲

堂等系列教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氛围。

开展“墩苗”“育苗”结对帮带活动，让年轻教

师与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结成师徒帮带

“对子”，在选题上指导、内容上管理、方法上

传授、实践上跟踪，锻造年轻教师过硬本领。

培养内容突出“精”。采取精深化分层

培养、精细化设计内容、精准化提供服务，实

现“点餐式”培养。结合培养个体实际情况，

精心设计政治修养、理论素养、执教能力等

培养内容，采取“线上+线下”“域内+域外”等

多种培养模式，及时学习领会党的最新理论

成果。选派20余名教师参加省委党校和省

社会主义学院在上海、武汉、延安等地举办

的师资培训班，带回好课程、好经验，使名师

培养更加精准化、规范化、科学化。

培养效果突出“实”。把课程质量好坏

作为检验教师队伍培养效果的唯一标准。

邀请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课、样板课教研人员

来校授课，从选题、备课、讲稿、授课艺术等

方面对教师全方位指导，并组织党校教师与

专家学者面对面座谈交流，学习经验。今年

8月下旬，全省党校、干部学院举办首届精品

课评选活动，通化市委党校参选课程《从中

国式现代化看共同富裕的三重逻辑》，在全

省市（州）党校参选课程中脱颖而出，以第二

名的成绩入选全省精品课。

沈白高铁吉林段TJ-4标隧道
掘进突破2万米

王新 赵珍珍 本报记者 李铭

聚聚
焦焦
项目建设

位于通化市境内的沈白高铁吉林段双山隧道施工现场。杨收满 摄

柳河县云岭野山参风景区。马强 摄

集安大吉他音乐主题广场人潮涌动，活力四射。 崔红日 摄

一览好“丰”光，通化县西江贡米小镇稻田观光醉游人。
周石禹 摄

逛集安早市，品幸福的“烟火气”。集安市文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