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为了提高社会文明素质，树立良

好的社会形象，我省开展了一系列的“践行新

风尚 文明吉林人”活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

文明餐桌、文明祭祀、文明婚礼、文明居住等

“十大行动”，联合农业农村、民政等部门，针

对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

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治理，建立整治台账清单，加大宣传力度，引

导农民群众自觉抵制陋习、改善乡风民风。

强创建 培树文明新风

在梨树县郭家店镇孙家屯村文化大院，

一场场以“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为

主题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

展。精彩纷呈的演出引来阵阵掌声，极具特

色的三句半、快板以及群众自编自唱的二人

转更是和移风易俗的具体内容相结合，把文

明新风唱进了百姓心中。

走进通榆县双岗镇双岗村村民刘洪峰

家，庭院干净整洁，屋里窗明几净。刘洪峰

一家是通榆县“干净人家”评选活动的标兵

户，其本人也是全村学习的榜样。“现在村里

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咱自个儿家也不能落

后！”刘洪峰说，净化居住环境已经成为大家

的习惯。

强化文明创建、培树文明新风是新时代

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

省将精神文明创建与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

合，突出抓好乡风民风、人居环境和文化生

活建设，形成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的良好氛围，持续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和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为新时代吉林乡村振兴提供

了有力保障。

建机制 深化移风易俗

在靖宇县花园口镇花园村“美丽家园积

分超市”兑换活动现场，村民叶琴开心地说：

“这个月通过评比，我的积分排第一名，以后

我要更加努力，争取再来领奖。”近年来，花

园口镇充分发挥“积分超市”激励机制，为乡

村治理增添了新活力。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文明创建力度，

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充分利用村民自治推

动乡村治理创新。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加强

“四会”建设、推广“文明积分”等举措，建立

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激发农民参与乡

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践行动 助力乡村振兴

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组织志愿

者向村民群众讲解移风易俗的意义及相关

政策法规等，耐心解答群众所提疑问，引导

广大村民群众更新观念，提高认识，从自身

做起、从家庭做起，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者、

倡导者、践行者。

在白山市浑江区朝阳村，村干部、志愿

者通过文艺演出、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等形

式，呼吁广大村民自觉抵制铺张浪费等行

为，倡导文明节俭。

一直以来，我省把深入推进移风易俗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坚持守正创新、弘

扬良好风尚。随着全省移风易俗工作的不

断走深走实，文明新风将吹遍吉林大地，为

新时代吉林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文 明 力 量
——我省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记者 吴茗 马贺

（上接第一版）“谷老师凌晨三四点就起来画，

出了四五十张草图，一张一张地给大家讲解。”

吴珍说。

7月，中小学陆续进入暑假，经通榆县教育

局沟通协调，平时在各学校担任美术老师的年

画创作者们有了大块的时间进行创作。一时

间，年画中心的画室、展厅和走廊到处都是他

们的身影。

“传统的年画创作多以木版雕刻印刷为

主，而通榆年画每一幅都是手绘作品。”通榆

县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彦秋

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老师们首先用铅笔绘制

出丹顶鹤的素描稿，再将素描稿放在水彩纸下

面，用非常轻柔的线条将丹顶鹤描摹到水彩纸

上，这步叫作透稿。

接下来，用特制的羊毫笔蘸炭精粉，轻轻

地擦出丹顶鹤及其背景的整体感后，再仔细地

擦出各部分的细节。

在上色环节，第一遍的颜色不宜过

重，淡淡浅浅的一层能够展现出擦笔技法

所描绘对象的立体感和质感。要做到颜

色淡而透明，极其考验绘画者对细节刻画

的把握。

通榆年画颜色的运用主要是以大红、桃

红、黄、湖蓝、绿为主。在经过反复几遍的上色

后，年画的颜色已经丰富多彩。

最后是对丹顶鹤的眼睛进行点睛，轻轻一

笔下去，一幅充满灵动色彩的年画就完成了。

要完成一张小尺寸画幅的年画，即便熟练的老

师最快也需要三四天，大尺寸画幅的年画则需

要数月。

10月，首批100余幅《鹤乡风情》年画创

作完毕，画家们精心挑选出了80幅。在年画

装帧完毕准备运走的那一刻,施彦秋的眼睛

湿润了：“就像自己悉心培养的孩子即将离

开家门般依依不舍。”她回忆起了9年前的一

幕。

2014年，施彦秋经朋友引荐见到了谷学忠

老师。看到谷老师家中的年画藏品和各种画

具，了解到通榆年画走过的岁月沧桑，施彦秋激

动得不能自抑：“谷老师，我想跟您学年画！”“什

么，你想学年画？还有人想学通榆年画！”谷学

忠看到了通榆年画复兴的希望。

在施彦秋、宁英明、吴太平等画家的带动

下，越来越多对通榆年画怀有深深情怀的青年

画家们汇聚在一起学习创作。谷学忠、赵志斌

等老一辈通榆画家们，将积累了几十年的年画

创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一代美术

创作者。

通榆的擦笔水彩年画独树一帜，曾诞生

大量优秀作品。1963年，由通榆画家姜贵恒

与上海画家魏瀛洲合作的擦笔水彩年画《剪

窗花》问世后，曾创下再版10余年、发行7亿

多张的纪录。谷学忠等老画家30多年前创

作的一些作品，虽经岁月洗礼，但色彩依然

艳丽、画面依然灵动，展现了画家高超的技

艺。

2021年，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通榆县成立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

心。2022年，通榆县又出台了聘用地域特色

优秀文艺人才的政策，成立了通榆县文艺创

作中心，聘请谷学忠等老艺术家定期对学员进

行指导，为通榆年画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全方位

支持。近两年，先后有60余幅通榆年画作品

在省展中获奖，6幅作品被推荐参加国家级

展览。

“我们现在拥有40余人的年画创作骨干

团队，并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像农民画家

郭丽华多以农村生活中的场景为创作题材，

而‘90后’的年轻一代又在创作中融入了卡通

元素，孩子们对通榆年画也是十分喜欢。”施

彦秋说，通榆县文联联合县教育局，在全县20

余所学校开设了年画课，受益学生近万人。

同时，通榆年画艺术家们还参与通榆特色文

创产品的开发，联合县电商中心在线上和线

下展示销售。

自11月1日起，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

11月轮值主席。中国为安理会成员国常驻代

表准备了3件极具中国特色的纪念品，其中2

件出自通榆，分别是《鹤乡风情》系列年画和

有机藜麦。

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反

馈，纪念品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彰显了中

国坚持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在湿地保

护、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通榆年

画正在绽放新的活力。

通 榆 年 画 传 承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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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笔记

缤纷体彩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吴茗）2023年第

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于今日在河北省

沧州市举办，共有150人（组）光荣上榜，其中

吉林省共有8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今年前

三季度，我省共有24人上榜。

他们是助人为乐陈万祥，七旬老党员无

偿照顾同村孤寡老人27年；助人为乐李婉

薇，90后志愿者10年坚持志愿服务温暖家

乡；助人为乐刘淑梅，自掏腰包创办文化大

院，开展文化活动带动文明乡风；见义勇为孙

亚军，暴雨天5人被困车内，警民四人涉水营

救；诚实守信柳文荣，环卫工人拾金不昧，

“净”了街道“暖”了人心；敬业奉献张冬，乡村

女教师坚守大山16年，用音乐讲述美丽乡村

故事；敬业奉献周繇，六旬教授40余年野外

科考，助力长白山植物文化研究；孝老爱亲阎

喜廷，八旬老妇含辛茹苦67年，为脑瘫女儿

撑起一片天。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一位位

平凡人物正如一束束微光，汇聚成时代的火

炬，闪耀出中华民族最绚丽的文明底色。自

2008年4月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已

连续15年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活动，定期发布“中国好人榜”，举办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截至目前，共有近1.7万人（组）入选

“中国好人榜”，参与互动人次超过100亿，在

全社会营造了学习中国好人、争当时代新人

的浓厚氛围。

我省8人荣登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践行新风尚 文明吉林人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记者闫虹瑾）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省农业农

村系统重点开展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领域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围绕“重点解决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形成的种地难问

题，服务组织不够强、服务领域不够宽、服务

链条不够长、服务模式不够新”的整治要求，

梳理出4个方面13项突出问题，采取30条具

体举措。

抓重点、攻难点、通堵点。通过搭建县、

乡、村三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加快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效

能，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效供给，加强服

务供需对接，助推企业优质资源下沉，拓宽

服务领域，延长服务链条，打通服务三农“最

后一公里”，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

目前，我省在德惠市等 18 个县（市、

区）、磐石市宝山乡等115个乡（镇）、东丰县

东丰镇柳河村等412个村建设了农业社会化

服务平台试点。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相关市县

农业农村局共同指导吉林省乾溢农业发展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服务中心（站点）建设农业

社会化服务平台试点。

计划到 2027 年底，全省实现“5554”目

标，即建设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50个，

乡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500个，村级服务

站点5000个，力争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到全省播种面积的 40%以上。初步建成覆

盖全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服务专业

化、标准化、数字化、市场化、品牌化水平

显著提升，有效满足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多样化服务需求，使农业服务业发

展成为主体多元、要素集聚、机制高效、体

系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现代农

业大产业，更好引领小农户和农业现代化

发展。

打通服务三农“最后一公里”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搭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

本报讯 近日，随着中国体育彩票“2023年民间棋王

电视争霸赛”吉林省赛区市级棋王赛的开赛，全省各地再

次掀起了象棋热潮。经过多轮角逐，目前各地市的市级

棋王已经产生，各位市级棋王将对决产生吉林省棋王。

当计时器的“滴答”声回荡在每个赛场，楚河汉界间的

对弈拉开战幕，象棋选手们挥动着“千军万马”，与对方开

展寸土不让的激烈对决，选手们时而神情紧张，时而闪烁

着胜利的喜悦，比赛充满着紧张和激情，精彩的棋艺比

拼，带来了很多看点。

本轮市级民间棋王比赛展现了我省市民对象棋运动

的热情和才华，同时也激励更多人投身于这一传统的智

力运动，无论是棋盘上的大师，还是那些象棋爱好者，都

能在比赛中找到自己的舞台。本轮大赛的举办，得益于

吉林体彩的大力推动，不仅为参赛者提供了展示自己才

华的舞台，也为广大象棋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

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象

棋的魅力。

（省体彩管理中心供稿）

吉林省赛区市级棋王赛开赛

本报 11月 12 日讯（记者张政）今天下

午，我省健儿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

动会赛场捷报频传。在公开组举重男子

102公斤级比赛中，长春市代表团运动员王

志浩在抓举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在挺举中

的超群实力，最终以总成绩347公斤获得冠

军，为长春市代表团再夺一金。在校园组

毽球比赛中，吉林省代表团运动员、吉林体

育学院的学生何俊汛，在大学组男子单人

比赛中发挥出色，为吉林省代表团收获一

枚银牌。

公开组举重比赛异常激烈，王志浩在男

子102公斤级决赛中，以155公斤的成绩排在

抓举第三位。在随后的挺举比赛中，王志浩

第一次试举190公斤成功，在所有参赛运动

员中排在第一位，随着最主要竞争对手最后

一次193公斤试举失败，王志浩在还有两次

试举机会的情况下提前锁定总成绩金牌。另

一名长春市运动员韩博宇获得第7名。

在毽球赛场，大学组男子单人比赛共

有 18 支代表队参赛。在上午预赛一路过

关斩将后，吉林体育学院学生何俊汛顺利

挺进 8 强。下午的 1/4 决赛和半决赛，何

俊汛延续良好的竞技状态，分别战胜湖北

选手和山西选手，闯入决赛。决赛中，面

对实力强大的东道主广西选手，何俊汛毫

不畏惧，稳扎稳打，在经过两局激战后，无

奈对手实力太强，最终，何俊汛获得亚军，

这也是吉林省代表团在本届学青会上收

获的首枚银牌。至此，吉林省代表团金、

银、铜牌均有进账。

此外，在田径赛场，来自吉林市第一

中学的孙羽琦在中学组女子标枪比赛中

获得第 8名。

摘金夺银

我省健儿闪耀学青会赛场

在11月12日进行的第一届全国学青会公开组举重男子102公斤级比赛中，长春市代表团运
动员王志浩夺得金牌。图为王志浩与教练在冠军领奖台上。 本报记者 张政 摄

鸡翅、鸡腿、鸡米花，赵秀梅在展

位买了一包又一包。微信付款的提

示音叮叮咚咚地响，手里的袋子越来

越沉，她决心再买一桶洗衣液就“收

兵”回家。

10月底这一天，德惠市布海镇，

2023年德惠市首届乡村消费品博览

会现场，摩肩接踵的人群里，兴奋地

买买买的可不止赵秀梅一人。

“听说镇上办展会，邻居姐妹组

团过来的，还以为博览会只在城里

办呢，自家门口也有了……”赵秀梅

兴奋地说。

“村博会”不是普通大集，丰富和

特色是最鲜明的标签。这场由省商

务厅指导，德惠市人民政府主办，德

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布海镇人

民政府等单位协办的展会，通过产品

展销、现场体验、文艺演出等形式，着

力宣传优质特色产品。

“我们 这 次 带 来 的 商 品 折 扣

力度大，价格低品质好……”参加

“村博会”，德惠市华生商贸有限公司

总经理臧克研不算小账算大账，希望

借助参展做推广：“我们把商品送到

村民家门口，大家认可了公司的服务

和价格，自然会到店买别的。”

德惠市张记宫廷糕点店老板也

是这么想的。他把数十箱糕点一字

排开，邀请大家免费品尝，香味儿飘出半条街。“多尝几

样，不买没事，拉几个回头客，啥都回来了！”

副食区、粮油区、水果区、蔬菜区、鲜肉区……展位展

品井井有条。自家门口也能买到优质商品，人们兴奋不

已。

“我们的‘村博会’还设置了汽车、家电、本地特产、农

机农资、日常用品等主题板块。”德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胡金宝告诉我们，举办这一活动，意在引导和带动

相关行业企业和商户开展形式多样的展销活动，丰富农

村市场供给，也为消费市场提供供需对接平台。

乡村，消费市场潜力和空间巨大。新的供给、新的营

销、新的业态，正在逐渐激活这片土地。近日，省商务厅

等13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全面

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接着，省商务厅又发布了《关于组

织开展乡村消费品博览会的通知》，这些都是我省恢复和

扩大消费的现实举措。

“推动更多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进一步丰富农

村消费供给，为恢复和扩大消费注入新动能……”政府文

件中这些话，赵秀梅不太明白。不过，今天一上午买回来

的东西够家里人吃用半个月，“花样”还多。以往去市里

买这些，怎么都要花上一小天。有了“村博会”，她买齐之

后回家，还不耽误给孩子做午饭，这是“村博会”给她带来

真正的实惠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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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城英才新政十条》第十条还提出了

享受“英城人才卡”服务，这是在原有“金卡”“绿卡”计划基础

上进行了升级完善。四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

李伟胜介绍，“英城人才卡”的发放范围扩大至2013年以来全

市引进的各类专业人才、招录（聘）的公务员（选调生）和事业

单位人员、企业自主引进的本科及以上人员，让更多为四平市

作贡献的各类人才有机会享受人才的优惠政策。

“我们加强与全市优质的企业和商户洽谈，优惠内容将

越来越多，服务力度越来越大。”李伟胜举例介绍，“比如，可

享受政务办理、医疗保健、旅游交通、运动训练、金融支持、

商超购物打折等多项服务。新引进的E类以上人才可在此

基础上，再享受吉林银行VIP和信用额度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20万元的服务，享受四平市高铁站每年两次贵宾服务

等。具体加盟单位及优惠服务在‘英城人才卡’服务管理系

统上公布。我们也将持续提升‘英城人才卡’含金量，使人

才充分享受更优质的生活服务保障。”

另外，在《英城英才新政十条》中，关于人才子女入学方

面也有着非常详细具体的优惠政策。共分为三种情况：一

是对于A、B类人才子女及直系第三代子女可以根据本人意

愿，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这里不含幼儿园）起始年级就读；

二是C、D类人才子女，按照就近从优原则，结合本人意愿，

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起始年级就读；三是域外转入并

经认定为高层次人才的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非毕业年级

或在符合高考政策前提下的普通高中在读学生，转入市域

内就读时，可不受入学年级限制。

四平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于奉春表示，《英城英才

新政十条》及实施细则的出台，能够不断升级完善四平市人

才政策，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进一步集聚和

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今后，四平市将始终秉持与时俱进、开放创新的理念，保

持人才政策的竞争力、吸引力，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高地，为四平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于奉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