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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红

丽）玩冰雪观冬捕品美

食、住农家赶大集过大

年……新雪季，长春市

九台区依托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旅游

产业，为广大游客精心准备“四大冰雪旅游产品”。

玩冰雪享激情。滑雪、嬉雪是九台区的核心冰雪旅游产

品。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现已建成初、中、高级雪道13条，可

满足不同滑雪爱好者需求。建成单板公园、地形公园、猫跳技巧

雪道、野雪道、越野雪道5处。配套设施齐全，滑雪场拥有国内

先进的六人脱挂高速架空索道1条，双人吊椅索道1条、拖牵1

条、魔毯6条。除滑雪之外，新雪季，九台区还打造了以嬉雪为

主的马鞍山氿遇冰雪欢乐谷，是集冰雪娱乐、冰雪观光、冰雪体

验、冰雪演绎等于一体的冰雪童话主题乐园，成为我省乡村冰雪

旅游新名片。

住农家过大年。依托九台区氿遇山居、如美乡村民宿、听湖

创意农场等乡村休闲度假场所，开展“欢乐农家过大年”系列活

动，为游客提供丰盛的年夜饭，体验包豆包、做年糕、贴春联、剪

窗花等年俗文化；观看东北大秧歌，登山祈福，玩冰踏雪，住农家

火炕、品绿色美食，让广大游客充分感受浓厚的乡村传统年味。

观冬捕品美食。依托域内石头口门水库、牛头山水库、柴福

林水库等渔业资源，推出系列冬捕活动，打造长春地区最大的冬

捕盛宴，广大游客不仅可以观看鱼腾冰湖的浩大场面，感受悠远

神秘的祭湖仪式，还可以品尝到鲜美纯正的野生鱼宴、铁锅炖大

鹅、小笨鸡炖榛蘑等，更有远近闻名的“九台热面配烧烤、山野菜

包子味道好”的特色美食。

赶大集赏民俗。依托九台区上河湾、其塔木等乡镇百年大

集基础及该区域特有的萨满、鹰猎、剪纸等民俗文化，开展赶百

年大集、购绿色年货系列活动，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琳琅满目

的农货商品、热闹非凡的叫卖场景，充分感受百年集市文化的魅

力。

畅享冰雪欢乐季

长春九台区打造“四大冰雪旅游产品”

经历过生活的“打磨”，更知向阳而生、逐光而行的意义。出

生于2000年的刘盈钠是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研究

生。同其他女孩一样，刘盈钠青春、阳光，富有朝气，但很少有人

知道，这个爱笑的女孩勇于直面生活给予的磨难，就像一株在石

缝中绽放的花朵，散发出不屈的力量。她的坚强与坚持、拼搏与

向上，让人们看到于困境中开出的花儿依旧芬芳。

刘盈钠3岁时父亲因癌症离世，母亲带着她改嫁，继父家中

还有身体残疾的爷爷和患癌症的奶奶。在她14岁那年，母亲因

突发车祸离世，继父不堪打击离家出走，家里留下了4岁的妹

妹、年迈的老人和巨额债务。为了生活能够继续，还在上中学的

刘盈钠变成了妹妹和爷爷奶奶的“支柱”，每天给妹妹喂饭、哄

睡，帮二老做家务。妹妹上学后，她还要辅导作业、替开家长

会。现在，妹妹上九年级了，虽然身在异地求学，但刘盈钠坚持

每周视频给妹妹补习功课，和妹妹谈心，按季给妹妹添置衣物。

在缺失母亲的岁月里，来自姐姐的爱成了照亮妹妹世界的光。

为了生活，刘盈钠要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干农活，从上山

搂草到犁地松土，从挖坑施肥到给苹果套袋，小小年纪就成了农

活小能手。爷爷重病，她手足无措、伤心大哭，但她知道自己是

这个家的顶梁柱，只能收拾好情绪，一边兼职为爷爷筹集医药

费，一边细心照顾爷爷。爷爷做完手术后，刘盈钠每天天不亮就

起床煮粥到医院照顾爷爷，天黑后再回家照顾妹妹。

奶奶有糖尿病，测血糖的诊所离家很远，看到奶奶经常得空

着肚子大老远去测血糖，她打工赚到的第一笔钱，便给奶奶买了

一个血糖仪。从少年到青年，刘盈钠对爷爷奶奶的关心从未间

断。上大学后，她担心爷爷奶奶记性不好忘记吃药，每天都会打

电话提醒他们，并按时给家中邮寄生活用品。在刘盈钠心中，虽

然没有血缘，但爷爷奶奶在最困难的时候接纳了她，让她有了

家，因而她要用一生去报答。

即便家庭负担如此之重，刘盈钠也没落下学业，以优异成绩

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上学期间，为了养家、

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她发传单、洗盘子、收银、做家教，最多的时

候一天打三份工。

白天打工、通宵学习，兼职路上背单词、嘈杂地铁站写作业

的刘盈钠，硬是凭借刻苦和努力，以优异成绩保送本校研究生。

与此同时，她还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等多项奖学

金，并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省二等奖、吉林省数学建模大赛

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多年来，“人要懂得感恩”这句话一直扎根在刘盈钠心中。

课余时间，她积极参加各种志愿公益活动，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

筹集学习物资，教大家正确梳导消极情绪，到敬老院关爱孤寡老

人，参加为困难学生补习的爱心助学活动……

刘盈钠曾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吉林好人”，近日荣

登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

困境中花儿依旧芬芳
——记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刘盈钠

本报记者 吴茗

龙年新春佳节，武警吉林总队各级

严守值勤岗位、严格战备执勤，严密组织

武装巡逻和春运执勤，积极开展实战化

训练演练，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准备，

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

态，在战位上为祖国守护平安、为人民守

护幸福。

2月9日除夕一早，记者在总队作战勤

务指挥中心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全省

武警官兵执勤情况，各席位值勤人员全时

值守，通过视频指挥系统不间断指挥控制

部队行动。

大屏幕上，该总队机动支队官兵正

在进行“居民地反劫持”演练。到达处置

地域后，特战队员迅速侦察敌情、进行研

判、制定战术。“越是重大节日，越要保持

高度戒备。”机动支队魏学凯告诉记者，

他们注重抓好战备值班力量建设，针对

春节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情况，及

时健全指挥机构，修订完善战备方案，检

修维护车辆，补充物资器材，严密组织以

处突、反恐为背景的实战化战备拉动和

执勤方案演练。

夜幕降临，视频里的长春火车站站前

广场上人流如织，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拖

着行李箱步履匆忙。武警长春支队巡逻官

兵全副武装，不间断地穿梭在人群中，让假

期出行的群众安全感爆棚。

“伴随长春冬季冰雪旅游火爆‘出圈’，

今年旅客较往年人数更多、流量更大。”武

警长春支队丁海棠介绍，他们采取与公安

干警混合编组、联合巡逻、共同防控的方

式，对长春市内重点区域、重要场所、交通

要道、人员密集场所等复杂地段进行覆盖

式武装巡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他

们还充分预想各种情况，深入研究战法，就

小组协同、紧急疏散人群等科目进行专攻

精练，确保执行任务的官兵能够高效稳妥

处置各类情况，有效防范和震慑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

在辽源市火车站，武警辽源支队官

兵坚守春运执勤一线，加强对进出站旅

客的疏导、分流和排查。记者在视频中

碰巧看到，两名执勤官兵帮助一位老大

娘把行李送往候车室。这位大妈没有家

人陪伴，携带行李较多且腿脚不便，已经

在站前广场停留多时，登车时间越来越

近，神情十分焦急。武警官兵看到后马

上赶来，一直把她护送到车上。像这样

的助民活动每天都有很多，战士们既当

“战斗哨”又当“便民哨”，为人民群众出

行提供安全保障。

万家团聚的灯火，映红城市的上空，也

照进每一名官兵心底。视频中，一个个年

轻的武警战士们军姿挺拔，用忠诚守护着

白山松水。

忠 诚 守 护 白 山 松 水
本报记者 刘巍 通讯员 梁永刚 邹礼阳 李洋

马头琴演奏、

四胡齐奏、民歌联

唱、舞蹈《科目三》

等一个个节目轮

番上演，掌声、笑

声、喝彩声此起彼

伏……在前郭尔

罗斯蒙古族自治

县阿穆尔街道蒳

荷芽社区举办的

“警民一家亲、和

谐邻里情”暨迎新

春贺新年联欢活

动现场，200 余名

社区居民、社区干

部及辖区民警一

道，共同唠家常、

庆新年。

“过年了，我

们把社区居民团

聚起来热闹热闹，

同时借此机会推

进‘警地融合’，架

起警民‘连心桥’，

打造社区浓厚的

‘家味道’。”社区

党总支书记于高

娃说。

除喜庆类节

目，警示教育节目

也让社区居民感

受颇深。“看了社

区干部 、驻区民

警、银行工作人员

共同编演的小品

《一线防诈》，增长

了不少防诈骗知

识，我们老年人的

确应该提高防范

意识，别让自己辛

苦攒了一辈子的钱被骗走。”居民张大爷

说。

为了营造家的氛围，联欢会当天，社

区还组织全体干部和20余名返乡大学

生志愿者为居民准备了酸菜馅饺子。“能

感觉到社区干部是真心为居民好，生活

在这里感觉很幸福。”学生李尚尚说。

去年，蒳荷芽社区以“五级治理”强

引领，坚持把抓党建作为抓治理、抓服

务的前提，将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

效能；以“五品书香”做食粮，积极探索

“社区书屋+”模式，打造居民家门口的

精神粮食“补给站”；以“五老先锋”做表

率，整合辖区内老干部、老党员、老教

师、老工人、老军人力量，搭建平台载

体，畅通参与渠道，充分发挥其经验优

势资源优势，带动引领辖区老年群体参

与基层治理工作；以“五艺培训”促融

合，立足辖区少数民族多、传统技艺多

的特点，坚持以传承发扬民族文化为载

体，吸引集聚群众拧成“一股绳”；以“五

心就业”稳民生，充分发挥熟悉政策、贴

近群众、底数清楚的优势，不断激发为

民服务的内生动力，创新打造百姓“家

门口”的温暖就业圈。

“社区工作解决的多是小事、琐事，但

只要是居民关心的事就是社区的大事。

新的一年，我们一定会用心用情为社区居

民办好这些小事，帮他们创造一个个小幸

福，打造和谐大家庭。”于高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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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晚，万家团圆的除

夕夜，赵显双和高大明利索地

收拾好工具，从林海供电所出

发前往梨树县林海镇揣洼子村

返乡人员崔学成家。

对于47岁的赵显双来说，

点灯、取暖、准备年夜饭、打开电

视看春晚都不是他的“年味”，在

值班室里听着窗外鞭炮声、等着

电话铃声才是他熟悉的“年味”。

龙年春节临近，崔学成一

家人回到家已是农历大年三十

晚。他们前脚刚进门，赵显双

和高大明两人后脚就到。

“老赵！我们刚回到家里打

开灯，给手机充上电，突然一下

子屋里就黑了。我瞅别人家还

亮着呢，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

题。正巧你们供电所之前打电

话跟我联系说要上门检查，没想

到速度这么快。”崔学成打着手

电筒招呼着赵显双两人进屋。

进了屋，考虑到常年在外务

工人员家中的线路、开关、刀闸、

漏电保护器长期不使用，易受到

潮湿、灰尘、锈蚀等因素影响，再

次使用时可能出现异常情况，赵

显双和高大明“兵分两路”，一人

负责检查电能表、开关插座，另

一人负责检查用电线路、电气设

备，两人对隐患进行一一排查，

很快找到了问题根源。

原来，室内线路绝缘老化

且接头未进行包扎，出现氧化

发热现象，导致线路故障单户

停电。同时，两人还发现崔学

成家中线路凌乱，老旧烧坏的

开关混合使用，存在极大的安

全隐患。

半小时后，两人完成了崔

学成家中老化线路、开关等电

器设施的更换，屋里重新变得

亮堂起来。

刚结束手上活儿，婉拒了

崔学成一家留下吃饭的邀请，

赵显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大爷，电源插座可不能

‘超载’啊！您先别乱动，我马

上到……”电话中了解到村民

齐大爷家突然发生跳闸，一家

老小正团聚吃火锅，冰箱、烧

水、电磁炉、充电的插头都插在

同一个插座上，想到很可能是

插座超负荷引发的跳闸，赵显

双又赶忙前往他家去。

“赵哥你这些年除夕都是

这样度过的吗？”看着赵显双一

气呵成地挂电话、拎工具、在弯

弯绕绕的路上熟练驾驶，第一

次除夕夜值班的高大明好奇地

问道。“春节返乡的村民多，每

年都会有些用电小问题，特别

是团圆夜，我处理这些事比较

多，一来二去跟大家伙熟了，也

就习惯了。”赵显双边说边转着

方向盘，“妻子、孩子也理解，总

归都能聚到一起，不差这一

晚。”他嘴角挂笑。

夜色正浓，爆竹声中，车辆

在乡间小道上渐行渐远。

供 电 所 的 除 夕
本报记者 杨悦

2月7日，长春客运段长春

开往长白山的C1307次列车上

张灯结彩，不但布置了窗花、福

字、拉花、灯笼等年味十足的新

年挂件，列车乘务人员还自编自

导自演了“春节列车联欢”活

动。车厢内载歌载舞，一路欢歌

笑语。

满海鸥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上接第一版）
为提高企业引才能力，吉林市人社部门不断加强人才工作

力量配备，持续深化人才专员对企业的帮扶。在这过程中，吉林

出彩农业努力发挥优秀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在企业管理中的积

极作用。十余年来，公司在郭恒吾的带动下，已有37名应、往届

桦甸籍大学生返乡，加入出彩农业的大家庭。郭恒吾也获得了

吉林市第十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拔尖人才、吉林省首批乡村

振兴优秀人才、吉林省优秀青年民营企业家等一系列荣誉。

建强企业“头雁”人才队伍，依托产业优势、政策优势，吉林

出彩农业率先启动青年发展型企业建设，发展面向青年、面向未

来的战略性新兴大豆加工产业，同时也将招才引智的视野向具

有巨大潜力的高校毕业生聚焦。优秀才俊纷至沓来，让吉林出

彩农业人才“蓄水池”水位逐步上涨。

吉林出彩农业“出彩”靠人才

（上接第一版）“实名羡慕，真热闹！”“现在这

样的大家庭不多见！”……最简单的幸福，就

是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祝太爷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2月9

日，农历除夕，农安县伏龙泉镇新阳社区王

树洪大哥家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王大哥在

北京、长春居住的两个弟弟，在沈阳工作的

两个儿子都回来过年了，还带着两个孙子一

起回来，让王大哥开心不已。王大哥95岁高

龄的老父亲听着重孙子的拜年祝福，脸上笑

逐颜开。

王大哥的老父亲王大爷是一位老党员，

辛苦一辈子，把孩子们都培养成人，晚年生

活很舒心，过年前社区还给送来了米、面、油

等节日慰问品。王大哥的老伴李桂珍是远

近闻名的孝顺媳妇，每天喂饭喂药，细心照

顾老人的生活。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

们多回家看看，“我就是想这些孩子们，希望

他们多回家看看我。”“好好，过年过节我们

多回来！”孩子们的话，让老人安心许多。

晚上8点，一家人包完了饺子，围坐在

电视机前，看着央视春晚，吃着冻梨、冻柿

子，嗑着瓜子，聊着生活的变化、工作的收

获。“去年单位效益不错，我也换了一台新

车，回家跑长途更方便，”王大哥的儿子笑

着说，“孩子今年秋天就上高三了，学习也

挺努力，希望明年考上理想的大学。”谈起

今后的生活，王大哥一家人都充满希望。

吉 地 过 年 吉 祥 如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