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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介绍

一下我们这款鲜食玉米，

它产自于世界三大黄金

玉米带之一的吉林省公

主岭市……”日前，公主岭

市范家屯镇的吉林省乾程

农民专业合作社食品展示

区，一场直播正在进行。

镜头前，合作社经理

王敬然手捧玉米，化身农

产品推荐员，热情地向观

众介绍着，身后数名工作

人员正忙着打包发货。黄

玉米、白玉米、花玉米等鲜

食玉米系列产品琳琅满

目，一款款别具东北风情

的鲜食玉米包装格外引人

注目。

“不到 1小时就卖出

300单玉米。”王敬然喜不

自禁地告诉记者，“合作

社生产的鲜食玉米籽粒

特别饱满，口感香嫩软

糯，年产量1000万穗。在

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

很多地方，都有线下代

理，年前，我们每天都要

直播6小时左右，日销售

可达上千单。”

开启直播带货，让“土

特产”热销网络，使得产

值、销售、效益都大幅提

高。这些年，吉林省乾程

农民专业合作社潜心学习

种植技术，探索绿色生态农业，通过打造“合作社+

基地+销售+研学”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有效

带动了当地农业增收致富。

“电商直播是推广农产品的有效销售渠道。

我们希望通过直播为这些农产品带货，也让大家

关注到新农人这个群体。”在乾程合作社的一号草

莓大棚里，合作社理事长王成随手摘下一颗大大

的草莓，对着镜头向网友展示，“你看，我们村的草

莓个头大、颜色粉红鲜艳，品种是99草莓，就是大

家通常说的奶油草莓，口感鲜甜。来采摘的游客

可以试吃，看直播来采摘的还有优惠价！”说完，便

把草莓放进嘴里，一套流程十分专业，俨然一副专

业“主播范儿”。

据了解，在新媒体的助力下，采摘园的订单

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在周末带孩子前来体验采

摘的乐趣，玩得不亦乐乎，高兴而来，尽兴而归。

直播当天，棚内的草莓被抢购一空。王成兴

奋地说：“今年我们种得比较早，上市也早，上市早

价格就好，来采摘的都是长春市内的游客，一天可

接待客户100余人（次），而且通过直播带货销量

更不用愁了。”

只要踏实肯干，不怕没钱赚。2023年，乾程

合作社调整发展思路，立足当地特色，种植2000

亩大豆，创新开发了笨榨豆油产业，实现经济效益

最大化。

张雷是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负责人，他

说：“我们合作社一天能生产1500斤豆油，原材料

都是合作社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在原有销售模

式下增加电商直播，网上订单特别多。”

每天不少于2场直播，带动了更多农民“抱

团”致富。如今的吉林省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正

不断探索数字农业、直播助农等新兴农业发展方

式，全力做好特色农业大文章，打造农民合作社高

质量发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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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除夕。在集安市边境一线，吉林

通化边境管理支队如往常一样，巡防在边境

线上，服务在群众身边，守护着万家灯火。感

受别样的戍边“年味儿”，记者跟随民警开始

了8小时的日常巡逻……

清晨，伴着冷冽的江风，吉林通化边境管

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在鸭绿江畔

开始了一天的例行巡逻。

“穿太多的话，带上装备喘不过气，我们

每天巡逻都习惯了。”带队民警王鑫边走边呼

着哈气说。在山林、雪地长时间跋涉，民警们

贴身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外边的警服冻

得冰凉，但他们依然十分警惕，时刻观察着周

边的情况。

“进入冬季后，辖区边境线人虽变少了，

但不能掉以轻心。”王鑫说。

踏过冰河，穿过丛林，巡逻3个多小时后，

队伍来到一处山岭高地休整。“叮！”手机终于

有信号了。民警冯宗涛掏出手机，准备给一

千多公里外的妈妈送上新春祝福。

“所里过年轮班值守，得保证警力充

足。我家是山东青岛的，初三回家过年。”视

频接通，空旷的山岭上，袭人的寒风冲不散

冯宗涛脸上的笑容，电话中妈妈的家乡话格

外亲切。

除了值守，这几年春节，冯宗涛和同事们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陪辖区的尹婶过

春节。

尹婶是一位71岁的朝鲜族独居老人，是

派出所十多年的“老邻居”。平日里，尹婶送

打糕、送粽子，天天念着派出所的小伙子们吃

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民警们也力所能及地

帮她干些活儿。

巡逻归来，沿鸭绿江而上，来到集安市下

活龙村，这里有吉林省边境地区首家“义警工

作站”，是麻线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王铁映借鉴

新时代“枫桥经验”创立的一支警企民协作的

边境警务志愿队伍。

工作站位于两山间的空地上，推开房门，

热气扑面而来。20平方米的板房内，民警和

村民正一起包饺子，欢声笑语不断。

言语间，民警和护边员们巡逻回来，小小

的房间顿时更加热闹。

“宋大爷，你和铁映巡逻总往雪窝里走，

鞋里不进雪啊？”民警孙秀峰问道。

70岁的护边员宋培跃掸着身上的雪说：

“在巡逻道上走是舒服，但看不清铁丝网有没

有损坏的地方。”他和王铁映巡逻不走“寻常

路”，总是走坡下道，沿着铁丝网巡查，有时候

过膝的积雪走起来举步维艰，短短几里路就

要走上1个多小时。

“媳妇，辛苦啦！让你和孩子在这陪我过

年。”王铁映擦着上霜的眼镜表达歉意。

“一家人在哪都是过年。而且大家都在

这值班、吃饺子，更有年味儿！”王铁映妻子丁

冬笑着回应。

吃过饺子，伴着夜色去往今天的最后一

站——阳岔边境派出所，据说那里的年夜饭

是“川味东北菜”。

民警赵苏平是地地道道的“川娃子”，老

家四川南充。今天是他在警营里连续过的第

七个除夕。作为单位原来的炊事员，今晚他

要给坚守岗位的兄弟们“露一手”。

临近夜晚，派出所食堂香气弥漫，东北家

常炖菜“小鸡炖蘑菇”下锅了。

“用的可是我的秘制酱料。这是我妈亲

手做的，说我总也不能回去，得让我吃到家的

味道。”赵苏平用“家”的味道，为兄弟们做出

了一道道美味的年夜饭。

一场酣畅淋漓的年夜饭后，将是新一年

的坚守。

戍 边“ 年 味 儿 ”
本报记者 李铭 实习生 范诗晗

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在回娘家的日

子，丁静却早早带着妈妈给自己包好的饺子，

赶往单位。

丁静是珲春市气象局的一名预报员，

2024年是她参加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十年

来，她一直坚守在业务第一线，地面气象观

测、预报服务、科普宣讲、气象宣传……作为

一名党员，她主动承担起节假日业务值班，把

回家团圆的机会让给了外地的年轻同事。

2023年对珲春气象工作者来说是极其

不平凡的一年，初夏强对流天气频发、汛期出

现12次暴雨天气、台风“卡努”来袭、11月突

降暴雨、冬季阶段性低温严寒……各类极端

天气对气象保障服务带来极大挑战。4月末，

丁静休完产假马上投身到气象服务当中，奋

战一线，完成各项气象保障服务。

2月11日一早，丁静带着妈妈包好的饺

子赶往单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来到地面

气象观测场，她开始巡视各个气象仪器，人工

观测冻土深度。回到气象台，她紧盯着电脑

屏幕，随着鼠标的点击，各业务平台模块在不

停切换，检查气象数据是否正确、及时上传，

做好日巡查维护、处理疑误数据，看似简单的

日常工作，实则环环相扣，至关重要。

丁静告诉记者，因为这个气象数据要在规

定时间内准确上传并进行全球数据交换。确

保各类气象数据及时、准确传输，一是能保障

数据交换，二是为今后的天气预报提供数据支

撑，总结规律，不断提高预报预警准确率。

作为预报员，最担心春节假期出现降雪、

大风等对交通有极大影响的天气。“幸运的是

今年春节期间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偏

高且风力不大，适宜公众出行。”丁静边说边

制作春节期间天气预报。

午饭过后，查看天气实况数据，调取天气

云图、指导预报、订正预报……丁静像往常一

样有条不紊地做着每一项工作，将天气预报

和《春运气象服务专报》通过电子邮箱、微信

公众号等媒介发送到全市各行各业及百姓手

中，守护千家万户的阴晴冷暖。

万家团圆时，气象人在“大家”与“小家”

之间选择了坚守岗位。回娘日，丁静吃着妈

妈亲手包的饺子，在气象台感受着家的味

道。工作这些年，她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先后荣获“延边州青年岗位能手”“延边州气

象局先进个人”“珲春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

气 象 台 里 迎 新 春
本报记者 韩玉红

心脏骤停后的4-6分钟是黄金抢救时间，每延迟

1分钟，患者的生存成功率就下降10%。

近日，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在吉林省人民

医院“上演”，多部门医护人员接力救治，成功使一名

心跳、呼吸骤停的患者重获新生。

2月7日12时许，省人民医院6号楼住院部的一

楼大厅，一名老大爷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保安人员发

现后，立刻跑向一旁的放射科登记室大声呼救。

听到喊声，值班护士立即冲到患者身边，发现其面

色紫绀、意识丧失、无心跳呼吸，大动脉触及不到，于是

马上启动放射科突发抢救预案，边抢救边呼叫其他医

护人员支援。大家第一时间组成抢救团队，并拨打了

医院总值班室和急诊抢救室的电话。

时间就是生命，大家就地接力对患者实施心肺复

苏、插口咽通气道、接简易呼吸器、开通路……经过紧

急抢救，老大爷心跳、呼吸有所恢复，但仍处于不稳定

状态。

此时，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胡轶虹、护士长和急

诊抢救小组赶到了现场，大家协力将患者安置在转运

平车上，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并护送患者前往设备更

为完善的1号楼急诊医学中心抢救室进一步救治。

患者刚抵达急诊抢救室，已经准备好的急诊医生

马上进行气管插管，继续接力心肺复苏。在气管插管

时，发现老大爷咽喉部有肿物堵塞气道，属于高难度

插管，于是耳鼻喉科副主任张宝林迅速赶来，成功一

次完成插管。随后患者病情稳定，被转入急诊重症监

护室进一步治疗。

目前，这名老大爷已经意识清楚，生命体征平稳，

待完全康复后即可出院。

“不仅是医院的相关要求和培训，科室领导也十

分重视对患者突发急症的抢救工作，制定了相关制度

和急救预案，医、技、护分工明确，流程清晰，每年多次

邀请急诊科室开展急救培训，并同时进行急救训练和

演习。”放射科副主任梁妍表示，今后，还将不断提高

和强化全科医护人员的急救技能水平，为患者的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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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的民警王鑫和同事在鸭绿江畔例行巡逻。 本报记者 李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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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逛异地庙会、看“村晚”、参观“红色”

场馆、亲朋好友旅游过年……甲辰龙年，

中国人的过年方式频添新内容。日渐多

元的过年新习俗，让人们感受到更丰富

的年趣、更浓厚的年味。

逛异地庙会

逛异地庙会近年来已成为新年俗。

2024年春节期间，北京、贵阳等地传统

庙会全面恢复。北京庙会、南京秦淮灯

会、广州花市……在这些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民俗活动现场，挤满了大批外地

游客。

“我和女朋友专门开车来这儿逛庙

会的，坐了黄包车、敲了祈愿鼓，还头一

次现场听了京剧，‘京味’真浓，人也真

多！”2月11日，在北京第十一届八大处

新春文化庙会，河北承德游客王乐举起

手中的糖葫芦开心地告诉记者。

今年升级重启的贵阳市观山湖灯会

庙市，既有传统热闹的庙市，也有炫彩夺

目的灯会。记者11日从观山湖区灯会

庙市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庙市10日共吸

引了7万多人次观光游览。

九尾狐、毕方、文鳐……这些《山海

经》中古老的神兽，幻化成一盏盏“灵兽

花灯”。来自广东的游客张月茹说：“这

里的花灯很有特色，还有沉浸式表演，不

一样的体验。”

看“村晚”

传统文化搭乘科技列车，观看村民

们自导自演的“村晚”成了更多人的新年

俗。

戏曲、民族歌舞等传统艺术点燃“村

晚”舞台。2月8日下午，在河南商丘柘

城县马庄村，由乡亲们带来的《百鸟朝

凤》等唢呐演奏，登上了新春直播季活动

的首场“村晚”，吸引了来自各地的百万

网民围观。

新春直播季活动，是由文化和旅游

部公共服务司指导的“我要办村晚”乡村

文化能人抖音直播扶持计划中的一部

分。2月8日至22日，来自河南、江苏、

浙江、湖南、贵州、云南等地的10位才艺

主播将在各自家乡自主举办13场“村

晚”，并通过抖音线上直播。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由文化和旅

游部主办的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举

办2万余场、参与人次约1.3亿；在2024

年春节“村晚”91个示范展示点，“村晚”

各具特色，“乡”味浓郁，线上线下观众人

数超过百万。

参观“红色”场馆

“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新年俗，参

观“红色”场馆也成为不少家长在春节期

间带娃的新选择。

11日，农历正月初二，哈尔滨阳光

明媚。早上8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如期开门，场馆外已排满

了各地参观者，其中有不少家长带着孩

子。

“过年是阖家团聚的好日子，而今天

团圆的‘甜’，更需要我们牢记历史的

‘苦’，带孩子来就是让她走近历史、不忘

历史。”来自广东东莞的吴家宽带着侄女

前来参观，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令他

感触颇深。

春节假期期间，为满足广大游客参

观需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正常开放。“目前通过预约小程序，

到14号的参观都已约满。”陈列馆工作

人员11日14时告诉记者。

记者11日搜索了故宫博物院、成都

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等多地博物馆，发现近两日门票预约页

面均显示已约满。

8岁的童梓康来自湖南，新年出游

第一站就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童梓康母亲刘颖玲对记者说：“在这里我

们一起体验了春节传统民俗写福字写对

联等。博物馆里感受文化年，明年要继

续。”

亲朋好友旅游过年

“过年去哪啊？”成为春节前人们见

面最多的问候。从走亲访友到相约同

游，便捷的交通以及8天的假期，使亲朋

好友旅游过年成为新年俗。

“我和同学两家人，年前就约好一起

去丽江过节，赶巧订上新开的旅游班列，

方便不少。”11日，乘坐Y772次列车从昆

明前往丽江的乘客赵先生告诉记者。

春运以来，截至2月10日，国铁昆明

局累计发送旅客506.7万人次，同比增

加194.5万人次，增长62.3％。11日至

17日，铁路部门在云南丽江站与西双版

纳站间开行“玉龙雪山至热带雨林”的旅

游列车，满足游客出行需求。

“尔滨”火了，带火的还有东北的冰

雪游。一大批南方游客选择将东北作为

过年旅游的目的地。携程数据显示，“火

出圈”的哈尔滨冰雪游在春节期间仍然

火爆，春节假期首日，哈尔滨旅游订单同

比增长超40倍。

据“苏州发布”、“洛阳发布”等多地

公号消息，当地多个景区当日预约人数

达到上限、门票售罄。根据旅游平台大

数据统计，除夕和大年初一，国内旅游

订单同比增长102％，国内接送机订单

同比增长75％，均大幅超过2019年同

期水平。

年俗，不变的是情感。新年俗，展现

的是发展之中国，奋进之中国。（记者刘

媛媛 杨思琪 林凡诗 骆飞 丁怡全）（新

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新年俗渐多，您的过年方式变了吗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