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金泽文 实习生高源）领略万里雪飘、饱览林海

雪原、欣赏冰瀑奇观、沐浴养生氡泉、乐享冰雪运动、体验关东年俗、品尝人

参盛宴……在今天举行的吉林省2023—2024年雪季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九

场）上，白山市发布了“长白山之冬”冰雪旅游季系列活动。

雄踞东北亚之巅的长白山，雪量大、雪期长，尤其以粉雪名扬天下，成

为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地处“冰雪黄金纬度带”的白山市，依托富集的冰雪

资源，着力实施“一山两江”品牌战略，构建“一体两翼”发展格局，全力建设

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打造长白山冰雪经济圈。

在持续至明年3月的新雪季里，白山市将围绕“长白天下雪”这一品牌，

突出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游胜地，聚焦“飞雪沐泉 乐享白山”这

个主题，陆续举办滑雪开板周、温泉康养周、矿泉漂流季等40余项冰雪活

动。以节促旅，以旅兴市，开启新雪季白山冰雪旅游序幕。截至目前，全市

各宾馆酒店、旅游度假区雪季预售额已经超过2亿元。

“冰雪+”亮点纷呈。冰雪节庆板块中，将陆续举办冰雪艺术节、冰雪嬉雪

季、高山冰雪嘉年华等节庆活动。冰雪文化板块中，有“冰雪欢歌”群众文化

展演、“长白山之冬—冰雪季”书画摄影展、新春喜乐会、元宵节满族秧歌展演

等活动。冰雪赛事板块包括速度滑冰、极限滑雪、冬泳、冰雪足球等赛事。冰

雪研学板块通过举办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冬泳研学等活动，普及冰雪知识，推

广冰雪文化，培养青少年对冰雪运动的兴趣。冰雪推广板块通过“水墨丹青·

松岭雪村”游、购、食、住和冬季十大冰雪打卡地评选等活动，不断打造白山冰

雪名片，提升白山冰雪品牌和环冰雪旅游目的地市场形象。

服务更贴心，体验更丰富。新雪季，白山市通过冰雪资源整合，统筹调度餐

饮、住宿、景区、旅行社等资源，打造白山文旅专属定制平台，发布白山游玩攻略、美

食攻略、白山美景等丰富、优质、最新的旅游内容，推出冰雪旅游消费券，让域内外

游客享受到最便利、最全面、最贴心的旅游服务。白山市有滑雪场6个、雪道68条，

雪道总长51公里，其中，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和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有可以

举办国家级乃至世界级赛事的滑雪场，滑雪体验项目丰富，配套服务成熟。此外，

白山还有29家A级景区、72家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5家温泉旅游度假地，形成了

集冰、雪、温泉、民俗、度假、漂流、狩猎、研学于一体的白山冰雪旅游产业集群，满足

不同消费者冰雪旅游体验。同时，在12

月25日至明年1月25日期间，将分别在

深圳机场和广州机场增加6个航班，让更

多游客走进白山体验冰雪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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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李抑嫱）今天，全

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暨全省党校（行政

学院）校（院）长会议在省委党校召开。省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秋实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认真贯

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高质量做好新时

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为服务吉林全面振兴率先

实现新突破提供政治保证和能力支撑。

会议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

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事关全省

振兴发展大局。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广大干

部自觉做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把政治训

练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推动广大干部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下大力气

开展履职能力培训，着力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

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要

整体提升党校系统办学水平，坚持从严治校、从

严治教、从严治学，加强师资、课程、教材建设，不

断提升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大力营造学习之风、

朴素之风、清朗之风。

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会议召开

本报讯（李金欣 记者袁松年）第二批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梨树县结合新时代“枫桥经

验”，做实做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推动

群众诉求快速解决，以工作见效、群众满意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深入基层，让群众说事有回应。“家有一

心、黄土变金，眼下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你们

夫妻感情基础这么好，孩子也都这么大了，有

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在梨树县孤家子镇“百

姓说事点”，孤家子镇人民法庭庭长孙海鑫，

正在对一起离婚纠纷案进行现场调解。经过

推心置腹的“问题剖析”，调解双方被孙海鑫

的耐心和诚心所打动，和好如初。

“为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我们

在沈洋镇、小宽镇分别建立了海鑫法官说事

点。设立以来，已累计开展法律服务208次，

接待来访群众2000余人，化解矛盾纠纷889

件。”据孙海鑫介绍，梨树县在主题教育中不

断完善“百姓说事”制度，让群众切实感受主

题教育带来的变化和成效。通过唠家常的形

式，不仅能够倾听群众心声，更拉近了党群关

系。

构建平台，让群众参与有载体。“来到社

区主任李颖这儿，不仅可以投诉问题，还提供

心理咨询师、恋爱相亲、为老人找保姆等各项

服务，只要是居民有需要，都可以来这里坐一

坐。”提起幸福社区的“李颖个人调解室”，社

区居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我们始终秉承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

为民服务理念，坚持‘创新机制抓信访、维护

稳定促发展’原则，不断拓宽工作思路，积极

探索化解信访矛盾新路径，总结出规范化、常

态化、多元化‘三化’信访工作法。”说起调解

室的工作机制，李颖滔滔不绝。通过打造独

具特色的调解模式，调解室把居民说事、解

事、咨询集于一体，立足本村、本社区，努力将

调解前移至街头巷尾、百姓身边。通过扎实

做好惠民暖心实事，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和萌芽状态，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截至目前，梨树县共建成升级版“百姓说

事点”10个、个人调解室8个。全县共有各类

调解组织386个，登记在册的调解员已达到

3800余名，构成了纵横交错、功能互补的人

民调解组织网络，基层调解任务得到分解，力

量得到加强。

梨树县完善“百姓说事”制度，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真 心 听 民 声 用 心 办 实 事

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

4天4地的深度调研采访；

中央新闻网站、重点商业网站平台、省内

新闻媒体、网络名人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

采访纪实、网络专题、视频、直播、VLOG、

动新闻、海报、H5微刊等多方式全网络的“火

热”传播；

……

12月10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

省文旅厅、省体育局共同主办的“相约吉林粉

雪”网络主题活动圆满落幕。

本次活动，是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的具体行

动，也是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建设冰雪强省的

实际举措，更是擦亮吉林冰雪品牌，宣传展示

吉林良好形象的重要契机。

通过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走访，全景式展示

我省“粉雪”“静风”特质，进一步擦亮吉林冰雪

名片、培树吉林冰雪形象、展示吉林冰雪魅力。

宣传助力，凝聚网络共识

在4天的调研采访活动中，采访团随采

随发，通过多个平台和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吸

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参与，着实让吉林粉

雪“火”了一把。

活动起势就有“网络范儿”——

在活动预热宣传阶段，围绕活动主题设

置“相约吉林粉雪”固定主话题，并以实景海

报和航拍短视频，展示吉林省各地的冰雪风

光和冰雪资源优势，让更多的游客和粉丝了

解和关注活动。

亮点报道更“抓眼球”——

吉林日报在重要版面刊发消息《“相约吉

林粉雪”网络主题活动启动》给足曝光率；彩

练新闻《踏雪“吉”行——公主请不要错过冬

季的长白山》结合视、图、文，沉浸式体验大美

长白山；卫星新闻《60万米高空超级视角·北

纬42°的冰雪如画吉林》根据精准卫星坐

标，利用“吉林一号”卫星拍摄吉林省各地市

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冰雪地点，体现互动、联

动；系列短视频《总编说粉雪》记录新媒体总

编辑对吉林冰雪的感受，宣传推广吉林“粉

雪”；小红书攻略《吉林滑雪场——一辈子一

定要来一次的地方》集纳我省有特色的滑雪

场、旅游路线、住宿信息等；系列海报《粉雪推

荐官》让新媒体总编化身粉雪推荐官，代言吉

林粉雪，向全国发出粉雪邀请函。

网络名人自发宣传为吉林旅游添把

“火”——

知名博主“行者陆远”配图发文感叹：“长

白山不只有天池，雪山、飞瀑、冰河以及冰雪

间热腾腾的温泉，都是这个冬天关于长白山

最美的记忆。”

“剑指‘万亿’！对于吉林来说，不仅是一

个简单的数字跨越，更是一个东北省份全面

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的底气。”博主“长春门

咖”9图连发，“吸睛”又“吸粉”。

“感受现实版冰雪奇缘，一片银装素裹冰

雪天地，体验感很哇塞！”博主“长春这嘎”化

身“刷屏”小能手，用镜头行进式记录全程。

长白飞雪，感受冰雪之美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几天一大

波“流量”涌入吉林，网友纷纷留言，“被长白

山美哭了”。

从独特的地理环境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再到深厚的人文历史，采访团一行还未真正一

睹长白山的“容颜”，就已经在参观长白山自然

博物馆后成为了“粉丝”。不过，要真正领略冬

日长白山的美，还是要走进它亲自掀开面纱。

乘上雪地摩托风驰电掣般飞驰，激起的

雪花让人感觉仿佛穿梭在云端。

采访团来到长白山天池瀑布，瞬间被眼

前的壮美景色所震撼。“这里让我感受到了长

白山冰天雪地之美。”快手副总裁于敬中竖起

大拇指，在风雪中赞叹。

“这正是冬天应有的样子。”快手政务媒

体运营总监张怡暄向往吉林久已，“一直都想

来长白山度假，这次来到这里体验温泉和滑

雪感觉非常好。”

刚惊叹于飞雪长白山的壮美，采访团又

立刻沉醉于水的秀丽。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筏艇，顺流而下，在

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体验一次专属冬天的漂

流，成为采访团成员又一难忘记忆。

“这水真是清甜！”捧起一捧泉水送入口

中，冰凉甜美沁人心脾。

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漂流如今已成为游

客们的打卡新宠。每到冬季，露水河两岸的

雾凇奇观、流动的泉水和皑皑白雪构成一幅

美丽的冰雪画卷。

“我真心邀请大家冬天来吉林，来长白山

玩。”喜马拉雅城市文化东北大区高级总监刘

国新表示，吉林有着色彩分明的四季，尤其冬

天非常适合来游玩。

澎湃新闻政务中心北京运营中心主任李

延兵这样形容吉林粉雪：“它是最细腻，质感最

好的雪，非常适合滑雪旅游。欢迎全国各地的

朋友在冬天的时候来吉林体验冰雪运动。”

文体共举，激活冰雪经济

粉雪、静风是大自然赋予吉林最好的馈

赠。群山环抱之间，一条条雪道镶嵌其中蜿

蜒而下，人们纵情于丝滑的粉雪之上。

长白山和平滑雪场以雪期长而闻名。

从山顶滑下，呼吸着清新空气，眼前是莽莽

林海。不仅这里，全省的滑雪场都已成为

滑雪爱好者魂牵梦绕、心驰神往的粉雪天

堂。

封面传媒首席内容官卢荡感慨，冬季不

来吉林是不完整的，到了吉林看到了粉雪，你

就能真正感受到东北这片土地上属于雪的那

份纯净，和给心灵带来的那份安宁。

“吉林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沸

点视频负责人姚为说，吉林冬天的严寒中有

着特别的“温度”，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户外运

动给带来的激情，这是一种特殊的感受。

吉林独特的粉雪，也成为孕育优秀冰雪

运动员最好的沃土。

山城通化被誉为“新中国滑雪运动的摇

篮”。当采访团来到通化市滑冰馆内时看到，

近20名运动小将正在进行滑冰训练，飞速闪

过的身影在冰面上投下一道道倒影。而在与

之毗邻的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中国通化·奥

地利冬季运动高峰论坛系列活动主打项目的

国际滑雪交流赛，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进行。

近距离地感受高山滑雪赛事带来的速度

与激情，让大家体验到冬季运动的魅力。喜

马拉雅城市文化总编辑金祎说，“吉林真的适

合冰雪运动，全世界很少地方有这种雪。许

多国家队运动员都喜欢到吉林训练，这就是

对吉林粉雪魅力的最好证明。”

不知不觉中，“猫冬”一词逐渐远去，取而

代之的是近几年冰雪经济带来的“忙冬”。

“200余人昼夜倒班开工，月底部分项目

进行试运营”“20多台造雪机同时开启，将建

设7条雪道，总长近3公里”……到达梅河口

市五奎山雪世界时，现场建设热情着实把大

家“吓了一跳”。

众人感叹，吉林省瞄准“冰天雪地”这座

“金山银山”可谓下足功夫。

而在梅河口的知北村，采访团又被充满

东北民俗特色的冰雪文化深深吸引。

“狗皮帽子花棉袄，来到这里一下就把我

带回了当年的青葱岁月。”知名自媒体人“长

春小风”说，希望全国的游客都能到吉林来玩

雪、赏雪，感受冰雪文化。

博主“长春生活”说：“堆雪人、抽冰猴、打

雪仗、赏冰灯等趣味活动深受年轻人追捧，千

百年来，这些冰雪文化活动赓续传承，共同构

成了吉林人的对冰雪文化的记忆，也成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约吉林粉雪”网络活动圆满结束，但

吉林的雪季才刚刚开始，赏雪、玩雪来吉林，

感受吉林粉雪独特魅力。

这个冬日，与吉林粉雪浪漫邂逅
——“相约吉林粉雪”网络主题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邱国强 曲镜浔

连日来，“东方甄选”直播间

内，各种物美价优的吉林特产大

受欢迎，销售超过110万单。其

中，酸菜丝大卖超6.4万单，东北

冻梨热卖超20万斤，吉林小町香

米2天热销40万斤，皓月牛腩热

卖超4万单。吉粮大豆油、长白

山黑木耳、通化红梅葡萄酒等特

色农产品，通过“东方甄选”直播

间，走向全国，让更多消费者了解

和品鉴。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特产。作

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畜牧业大

省，我省地处黄金玉米带、黄金水

稻带，坐拥享誉世界的黑土带核

心区，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禀赋

独特，参菌鹿蛙等特色产业发展

优势突出，是全国的“大粮仓”“大

肉库”，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基础强、潜力大。

近年来，我省把全面发展“四

季农业”，加快形成粮经饲统筹、

农林牧渔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

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

磨透”重要指示要求的实际行动，

深入挖掘树上摘的、地里长的、水

里游的等资源优势，拓展农业生

产空间领域，多途径开发食物来

源，努力走出具有吉林特色的大

农业、大产业发展之路。

寒冬时节，走进公主岭市范家

屯镇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豆油生

产车间内阵阵豆香扑面而来，一片

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熟练地操

作榨油机、过滤机。一颗颗金黄饱

满的大豆经过压榨、过滤等工艺流

程，产出食用豆油。

“高油豆出油率在13%左右，

一天能生产豆油1500斤左右，生

产季一共能产豆油十万斤左

右。”合作社豆油生产负责人张

雷说。

今年，我省坚持稳粮和扩豆并重，把大豆油料扩种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政策的激励下，

2023年种植大豆2000亩，为豆油加工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同时，合作社在原有销售模式下增加电商直播，拓宽销售

渠道。

“今年大豆产量每垧地比去年增产大概2000斤，能打到

6000斤。”合作社销售经理王敬然高兴地对记者说，通过打

开线上销售渠道，将小礼盒装的豆油给顾客包邮到家，今年销

量有了大幅提高。

在如今“互联网+”的浪潮下，蛟河市森百味食品有限公司

也积极响应，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助力，成功地让黄松甸黑木耳

搭上了“网络销售快车”，实现了“不出家门，卖往全国”。

在森百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工人

们正紧张有序地筛选、灌装、封装、打包黑木耳，准备发货。

“今年，黄松甸镇共种植黑木耳3.5亿袋，产量1.5万吨，

产值10.5亿元。公司全年网络销售约20万单，交易额实现

3000多万元。”公司经理金萍萍自豪地对记者说。

小木耳变身致富“黑牡丹”。近年来，我省成功打造了

国家级吉林长白山黑木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黑木耳

特优区2个，黑木耳栽培规模达到28亿袋左右，居全国第二

位。2022年，“吉林长白山黑木耳”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农

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成为“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的“黑金名

片”。

走进珲春市马川子乡田野粮米加工有限公司近千平方米

厂房里，大米加工生产设备正在全速运转。经去壳、研磨、去

杂质、抛光等工序后，一粒粒水稻变成晶莹剔透的大米，打好

包装等待发往各地。

“我们一年能加工大米一万吨左右，主要发往宁波、天津

和俄罗斯，今年销售额能达到五千万元左右。”公司负责人李

艳梅说。

为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今年，我省立足“千亿斤优质粮

食”生产工程目标实现，逐个环节安排部署、逐季压茬推动落

实，全力以赴夺取粮食丰产丰收，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

石”。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粮食产量数据公告，今年全省粮食

总产837.3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从全国第五位升至第四

位。粮食单产958.2斤／亩，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位。

在四平市铁西区吉林省辽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一只只蛋鸡在养殖场恒温定湿的“楼房”里茁壮成长，

一枚枚刚下的鸡蛋在生产线上自动排列，经过人工筛选、光感

检验、紫外线杀菌等工序，生产出安全健康的蛋品。

“上料、喂水、调温、控湿、集蛋等日常工作一键就能完成，

相比传统养殖方式，智能化养殖更加绿色、健康、安全、放心，

生产出的产品品质优良。”公司董事长杨立恒说。

为了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公司又投资了1.2亿元，建设完成了以鸡蛋

深加工为主要产品的二期工程。

“二期项目主攻方向就是产业高级化，提高我们鸡蛋的附

加值，产品主要以咸蛋黄、溏心蛋、高胶蛋白、液蛋等系列食品

为主。”杨立恒说。

瞄准产业高级化，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全力做好

“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增值文章，是我省农产品

加工业的主攻方向。随着一个个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落地，

一项项政策举措落实，全面激发了我省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活力细胞”。

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截至目前，全省建设

“十大产业集群”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709户，

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19个。现代农业产业串珠成线、

集群成链，已汇聚起建设国家“粮仓肉库”，百姓“中央厨房”

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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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万宝乡依托“合作社+基地+科研机构”模式，发展粉条产业助力当地农户致富增收。

图为万宝乡农民正忙着晾晒粉条。 李晓明 摄

王嵩山同志，原吉林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正厅级），因病

于2023年12月8日去世，享年91岁。

王嵩山同志是河北盐山人，汉族，1948年8月参加工

作，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吉林省高教局副局

长、党组副书记，吉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院长，吉林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正厅级）等职务。

王嵩山同志的骨灰安放在长春华夏陵园。

王 嵩 山 同 志 逝 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