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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好人 引领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优环境 抓项目 促振兴
本报讯（记者李婷 冯荟羽）近日，记者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东区120万吨/年

乙烯装置施工作业现场看到，此前完成吊装

的“塔王”——2号丙烯塔巍然屹立在工地中

央，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工作。

“120万吨/年乙烯装置共有17台塔器，

‘塔王’是我们安装就位的第16台，高度达

到111.25米，是所有塔器中高度最高、安装

难度最大的一个。最后一台大约在3月下

旬到达现场吊装就位。”吉化炼油化工转型

升级项目东区项目经理部施工经理卢思屹

告诉记者，目前，120万吨/年乙烯装置建设

进度在36%左右，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实

现中交。

与此同时，在相距20公里的吉化转型升

级项目西部区域——年产26万吨丙烯腈装

置项目建设现场，吊车、铲车等大型机械正

在忙碌作业，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往来穿梭，

项目建设现场井然有序。

“西区项目是乙烯工程的配套项目，是

吉林化纤相关产品的生产原料。目前，西

区丙烯腈项目的土建施工、地管施工已经

结束，现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钢结构、设备和

工艺管道的安装。”吉林石化转型升级西区

项目经理部施工经理李国龙说，项目建成

后，吉林石化优势化工产品ABS、丙烯腈、甲

甲酯产能可实现国内领先，特别是ABS年生

产能力将达到180万吨，占国内市场份额

60%左右，位居全国第一，竞争优势将更加

凸显。

吉化转型升级项目是“十四五”以来国

家批准的首个大型石化项目，也是吉林石化

推进炼化业务由“燃料”向“化工产品及有机

材料”转型的重要举措。该项目于2022年2

月8日全面启动，总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

及改（扩）建28套装置。

为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吉林石化按

照“设定节点、盯住重点、保证内部、协调外

部”的总体工作思路，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

组，选聘专业管理团队，负责项目施工的指挥

与协调。今年，吉林石化公司以“6月30日设

备安装基本完成”和“11月30日新建120万

吨/年乙烯装置中交”为重要节点，制定“双

百”会战方案，确保如期达到节点目标。

吉林石化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李东升

说，吉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总体已完成

进度32%左右，计划从8月中旬到今年底陆

续完成21套装置和194项小总体配套工程

的中交工作，除EVA装置外，2025年全部投

产运行。

吉林石化转型升级项目开足马力有序推进

“老师，你看看我画的扫帚怎么

样？”冬日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吉

林市龙潭区大屯村村小的教室，美术

老师王晓野正逐个指导学生用画笔

描绘讲桌上的美术教具。

这是一堂美术课，也是孩子们最

期待的课。白菜、鲜花、水果、老旧的

收音机……身边的一切都是孩子们

的“模特”，他们的美术作品挂满了教

室。

绘画能给山里娃带来什么？支教

9年的王晓野说：“希望通过绘画，让孩

子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增强想象

力、创造力和自信心，帮助他们走出山

村，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今年51岁的王晓野是吉林市龙

潭区第二实验小学校教师。2015年，

得知偏远乡村美术教师资源稀缺，很

多乡村孩子没有上过美术课时，她便

放弃了城里优越的工作环境，主动请

缨，来到龙潭区金珠学校支教、大屯

村小教学点走教，开启了每天60多

里路的美术教学之旅。

“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买不

起昂贵的画画工具，我就用最普通的

工具帮助孩子们学绘画。一支中性

笔、一个速写本，就是孩子们上课的

工具。我们的教具就用山村里有的，

像番茄、玉米、瓜子……有些东西画

完了，就给孩子们分着吃了。”孩子们

画得高兴、吃得开心，王晓野就这样

把美术课融入生活中、融入孩子们的

心里。

“绘画是有力量的，一笔一画间都能给孩子带来自信。”在

王晓野的班上，有位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总是无声地坐在那

儿，表达情绪时最多是点头和摇头。王晓野发现了她，并尝试

着走近她，轻轻地握着她的手去画画。渐渐地，她不再逃避，

打开心扉开始了创作。她画的作品《莲蓬》充满了生机与活

力，被北京的一位老师收藏。孩子的家长拉着王晓野的手说：

“老师，谢谢您！您是我遇见的最好的老师！”

为了让更多山里娃的作品走出去，让更多人关注和支持

乡村艺术教育，王晓野成立了“山里红”美术教师工作室，开通

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并定期更新，目前已发布了100多期，粉

丝达20万人。2018年5月，应吉林省教育厅邀请，王晓野带着

4个农村孩子到北京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展示交流活动。她们

从田间地头出发，一路画到了北京，上了报纸、电视。同年，王

晓野通过网络平台为全国各地的乡村孩子上网络直播课程，

“山里红”美术课程服务全国18个省、700多所学校、2000多个

班级、30余万名乡村孩子，“山里红”美术成为新农村一道亮丽

的风景。

为了让美育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王晓野还将村里有手艺

的村民请到课堂上，现场串糖葫芦、钩拖鞋、织毛衣等，把传统

文化和手工艺融入美育教学中。

29载从教路、9年支教生涯，王晓野用画笔为山里的孩子

描绘了别样的多彩童年。她说，未来她要把山里娃这些色彩

斑斓的作品带到更大的舞台，延伸到更广阔的地方，让美的追

求在大山深处落地生根。王晓野曾获“全国优秀教师”“中国

好教师”等荣誉，2021年被评为“吉林好人·最美教师暨黄大年

式好老师”，近日被评为2023年第四季度“吉林好人”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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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铭）随着天气逐

渐转暖，通化各地科学制定春耕备耕

生产计划，抢抓农时开展农资调配储

备、选种等工作，为春耕生产提供有

力保障，蓄力丰收。

在通化县西江镇，达林水稻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蔡克林已开始忙

碌起来。“今年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

达700多亩，10个育苗棚的土在去年

入冬前就储备好了，种子和化肥也已

完成订购，4月1日前能全部到货，然

后就开始筛土、泡种子、晒种子和收

拾大棚。今年种植的水稻品种主要

是稻花香、吉洪6号和平粳8号，从春

天育苗一直到秋收，全程机械化。”早

谋划、早准备、早启动，蔡克林带领合

作社农民按下春耕备耕“快进键”。

据了解，为确保全年粮食生产开

好局、起好步，通化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开展粮食种植意向摸底调查，2024

年全市计划播种粮食面积330万亩

以上。全力服务备春耕，利用农闲时

节，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指导服务，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

机具检修，目前已培训新型经营主

体、科技示范户、农民3.41万人次，

检修农机具2.41万台套。

自去年入冬以来，通化市300多

户种子、化肥等农资经营企业与生产

企业签订供货合同，确保货源充足，

满足春耕生产需要。今年，全市计划

用种子0.69万吨，现有货源0.71万

吨；计划用化肥13.21万吨，现有货源12.19万吨；计划用

农药1166吨，现有货源679吨；计划用农膜1959吨，现有

货源136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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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高速发展，科技应用场景日益丰

富，这让科普教育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在我省，老牌科技馆设施更完备、活动更丰

富；科技企业纷纷敞开大门，展示最新的技

术成果；新兴的主题体验馆，用科幻故事的

情景设定和先进的设施设备，在有趣的游戏

中播撒科技火种……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

成果与多样化场景释放出叠加效应，推动科

普类研学热度不断攀升，逐渐成为孩子们丰

富知识的“必修课”。

科普教育走出书本和教室

今年春节假期，作为省内老牌科普教育

场所的省科技馆准备了丰富的“科普大

餐”——

“杨老师聊天文”“飞羽传奇”“奇妙的

昆虫”等主题课知识含量十足；“多彩雪世

界”“小旋风橡皮筋动力小车”等实践课着

意提升小朋友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能力；《我

们的太阳》《奇妙的夜空》等多部科普特效

影片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独角仙奇遇

记》《蚂蚁王国》等舞台剧生动演绎自然科

学知识……

大年初四到初八开馆期间，有近4万人

来馆，3.2万人参与线上相关活动。在省科

技馆工作人员杨治国看来，这样的热度说明

家长对科普教育越来越重视，孩子们探索科

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一直以来，省科技馆都是省内中小学生

研学的热门“打卡地”。随着科学技术不断

进步，省科技馆在展品和活动方面与时俱

进。今年2月初，在省科协举办的青少年科

技冬令营活动中，省科技馆与长光卫星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展出“吉林一号”卫星模

型，激发孩子们探索航天科技的热情和兴

趣。此外，“人类与能源”主题展厅也全新亮

相，介绍新能源，传播环保理念。

如今，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科技含量

都在提高，这让科普教育内容不再局限于书

本和实验室，而是有了更多可观、可触、可感

的现实场景。

不久前，省科协在全省评选出 6大类

233个科普教育基地。其中，科技场馆类70

个，教育科研与重大工程类50个，“三农”类

36个，企业类30个，自然资源类17个，其他

类30个，满足全省中小学生对高质量、多领

域科普研学场所的需求。

科技“名片”展示“硬核”科普

“带你近距离了解大名鼎鼎的‘吉林一

号’卫星！”

作为“吉林一号”卫星研发生产企业，长

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长光卫星航

天科普教育基地，这里也是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近年来，企业构建了体系化的科普课

程，丰富并创新科普形式，依托强大的商业

遥感卫星研发实力及丰富的遥感数据应用

场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航天科普教育品

牌。

今年寒假，为了满足中小学生研学需

求，长光卫星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调整开放时

间，1月29日至2月7日，全天免费对外开

放；春节假期，基地“不打烊”，从正月初三到

正月十一，全天免费对外开放，日均开展活

动6至8场。

参观“吉林一号”卫星模型和卫星生产

车间，聆听航天科普理论课，参加航天科普

手工课，观看并分析卫星影像……丰富多彩

的科普形式让基地人气十足，重庆、厦门等

南方地区的中小学生研学团队也纷至沓

来。“通过两次放宽开放时间，我们累计接待

了两万余人次。每次预约名额一放出，很快

就被抢空了。”企业工作人员崔少伟告诉记

者。

不仅是长光卫星。一汽—大众研学营

让孩子们见证汽车的诞生，感受智慧工业的

魅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举办冬令营活

动，迎接来自全国高校的师生……

科技企业和科研单位耕耘科普教育领

域，不仅彰显了社会责任感，更让我省科技

“名片”和科研实力成为科普教育的强力支

撑。

创意模式让孩子脑洞大开

今年春节假期，位于长春净月高新区的

时空旅程人工智能科技体验馆投入试运营，

颇受瞩目。春节假期，场馆日均接待约两千

人次。

占地约两万平方米的圆形场馆是遭到

损毁的“时空之眼号”外星飞船，需要地球小

朋友帮忙修复；虚拟的数字“导师”带领孩子

们进入故事情节，分别探索科技、自然、艺术

等领域……新奇的设定和玩法吸引了大批

小朋友。

学习操纵机器人、机器狗，VR多人对战，

体验5D影院……一系列逼真的模型和虚拟

现实设备让孩子们穿越时空、上天入地，并

在互动游戏中学习各种科学知识。

场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题，不仅在

设备展示和体验上下功夫，更通过主题课程

和讲座，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学习各种前沿技

术。

记者入馆采访当日，研学导师张凯歌正

在教孩子们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画漫画。输

入关键词，几分钟就能生成一幅作品。据介

绍，课程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每周会更换

一个主题。后续还将开设机器人编程课

等。此外，以现实场馆为场景依托的“大世

界”游戏也同步上线。

借助原创 IP内容，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全面展示人工智能技术魅力——

这样的科技主题馆真正实现了“玩中学、

学中玩”，进一步充实了长春的科技研学

场所。

“300余人的技术团队为我们线上、线下

运营维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我们还与

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合作，得到了技术指

导和支持。”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王屿夫说，

“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前景

广阔，希望孩子们在这里尽情感受科技魅

力，并在心里种下科学火种。”

孩子是希望与未来。丰富的科普教育

形式，能让孩子们从小学科学、爱科学，并树

立投身科学事业的远大志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随着我省科普教育场所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新，科普类研学活动也有了更多选择——

科 普 教 育 的“ N 次 方 ”
本报记者 徐慕旗

在第61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吉林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兴隆边境派出所民警与文成社区志愿者走进临江市美桥·博
学双语幼儿园，开展“传承雷锋精神弘扬榜样力量”主题活动。志愿者们通过播放视频短片、教唱红色歌曲、现场互动问答等形
式，为小朋友们讲述雷锋同志的感人事迹，引导他们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王硕成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3月4日讯（周凯 记者孙寰宇）由
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省体育局、长白山管委会等共

同承办的2024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

亚洲杯巡回赛，3月1日在长白山和平滑雪

场举行。本次赛事为期15天，来自中国、日

本等亚洲多国的选手参加比赛。

本次滑雪亚洲杯系列赛事包括单板坡

面障碍技巧、自由式坡面障碍技巧、单板U型

场地技巧、自由式U型场地技巧4个项目，以

上项目均首次出现在我省举办的国际滑雪

专业比赛中。

今天，单板坡面障碍技巧赛拉开帷幕。

比赛中，亚洲滑雪名将齐聚一堂。赛道上，

选手们跳跃翻转，动作行云流水，将臻于完

美的表现呈现给裁判和观众。“这次比赛的

参赛选手水平很高！”单板坡面障碍技巧赛

女子组冠军张小楠告诉记者，“长白山的赛

道和雪质都不错！我会调整好状态，比好接

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长白山的人很好，景色很美，我很喜欢

这里。”日本滑雪名将滨田海人第一次来长

白山，对这里赞叹不已。

据长白山管委会旅游文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本次比赛是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首次

承办国际竞技比赛，对推动长白山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和长白山事业国际化有重要意

义。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不断承接国

家滑雪队、各省专业滑雪运动队乃至部分国

际队伍的训练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对长白

山滑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和高质量标准给

予好评，对长白山引入的先进管理理念与管

理团队高度认可，并指出长白山已具备举办

大型滑雪赛事的能力。

2024国际雪联亚洲杯巡回赛在长白山举行

本报讯 在第61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省委宣传部

命名一汽解放“解放螺丝钉”青年志愿者协会等10家单位为

2023年吉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王佳佳等10名同志为2023

年岗位学雷锋标兵。

此次命名的2023年吉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

锋标兵，都是来自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医院等基层一

线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敬业奉献、积极进取，自觉践行雷锋精

神，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和贡献，以实际行

动书写了新时代的雷锋故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

践行者，在弘扬新风正气、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发挥

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必将为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率

先实现新突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023年吉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名单

一汽解放“解放螺丝钉”青年志愿者协会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普教育团队

东北电力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安图县人民医院

四平市铁东区法律援助中心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通化工务段桥隧车间第

一维修小组

白城中心医院眼科诊疗中心

松原市宁江区团结街道松滨社区

白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浑江区女子中队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池北区美人松社区

2023年吉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名单

王佳佳 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邢显光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班长

张 杨 吉林市中心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吉林市医疗

志愿者协会会长

万立成 伊通满族自治县公安交警大队城区中队科员

张 磊 通化市政法委队伍建设指导科科长

吴大义 白城市红十字爱心家园理事长

刘书军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袁志超 松原市长岭县恒业公益志愿应急救援队队长

贾春贺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山供电公司营销业务

质量监控与数据分析技术兼质量管控班班长

黄华显 梅河口市湾龙学校总务副主任

省委宣传部命名2023年全省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