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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之歌

本报讯（记者高鸿）结伴烧烤

长街，品满韵风俗。4 月 30 日晚

上，第二届伊通满族文化旅游季暨

“伊鹿高鸽”烧烤美食文化节在万

众期待中拉开大幕。现场别有特

色的民族歌舞、满汉双文的书法展

示、独具一格的升火仪式、百米七

星火山石烤炉的绝妙技法，瞬间让

“一毛街”商圈乃至整个伊通城热

闹非凡。

开幕现场，来自域内外的 5000

余名游客和群众，齐聚伊水河畔，共

享满乡之美。

吉林省特色美食伊通烧鸽享誉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滚烫的小火

炕、味美价廉的鲜肉串，让香飘百年

的烧烤“一毛街”成为品尝满族特色

美食的首选之地。一炉炉缭绕鲜香

的人间烟火，燃起游客们浓浓的食

欲。长春游客刘女士说：“我是第二

次来伊通参加美食文化节，感觉比

去年的规模更盛大、场面更震撼、节

目更好看、形式更新颖、服务更到

位。”

今年的满族文化旅游季活动，由

“文脉悠长·魅力满乡”“钟灵毓秀·

畅游满乡”“珍馐美馔·食在满乡”3

个篇章组成，持续到 5 月 4 日。其

间，还举办“汉风满韵·华裳灼灼”和

“驿路放歌·弦声锵锵”两个主题的

文艺巡演。每天安排百米七星火山

石烤炉烧烤互动体验，组织多人品

尝伊通烧鸽，并通过世界纪录权威

认证。伊通还打造了美食游览地

图，将特色美食和旅游资源相融合，

在满族博物馆开展“红领巾讲解员”

活动，在伊美生态园开展大樱桃采

摘节，在颐乐谷开展踏青露营节，在

湿地公园开展满族风情小院打卡活

动，为游客提供果蔬采摘、露营民

宿、娱乐表演、休闲垂钓、特色餐饮、

教育研学等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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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日讯（记者叶爽）为推动西藏日喀则农特产

品走进吉林市场，搭建“藏品入吉”经贸交流平台，今天上

午，由吉林省第八批援藏工作队打造的“藏品入吉”经贸交

流活动在长春市欧亚卖场举行。

本次活动为期5天，以“吉藏合作——共享珠峰神韵”为

主题，现场设置日喀则市特色农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了西

藏手工艺品、文创产品、青稞制品、牦牛肉制品等300余种产

品，通过产品展销、现场品鉴、发放宣传册等方式，推广日喀

则市特色优势产品，扩大品牌知名度。

此外，活动现场还搭建舞台，以文化交流、文化演示方

式，开展藏式歌舞表演、民族服装展示等，使观众近距离直

观感受、品味来自雪域高原的独特风采和文化魅力。

据介绍，此次经贸交流活动结合吉林省市场优势，发挥

消费帮扶作用，将进一步推动吉林省企业与日喀则企业建

立长期产销合作机制，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推进吉藏两地交

流合作，加强两地文化交流互通，助力西藏特色产业发展。

吉藏携手 品味珠峰
“藏品入吉”经贸交流活动在长举行

已是五月，长春的天气仍凉飕飕，怕冷的人早晚还要穿件

薄棉袄。

早晨7点左右，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朝阳大队民警邹

连岗就来到南湖公园路口，为当天的执勤做准备。“户外待得

久，站得时间长，我们得多穿一点。”邹连岗边说边翻开裤脚，

厚厚的袜子和秋裤很显眼。

今年是邹连岗工作的第15个年头，他已经记不清这是自

己参与执勤的第几个劳动节了。他所在的朝阳大队，辖区里

有长春市最为繁忙的桂林路、红旗街商圈，有牡丹园、南湖公

园等春日赏花胜地，还有好几所吉林省著名综合性医院，交通

压力大。

越是假期，大队的民警越忙。“五一”劳动节当天，大队

全员上岗，200余名民警和辅警遍布辖区各商区、景区和重

要路口，有的开着警车四处巡逻，随时待命处理各类突发

情况；有的在人流密集的路口拉起“人墙”，让车辆行人通

行更通畅；有的在指挥中心大屏幕前凝神监控，以备随时

调度警力……

站岗要练“站功”，人流车流高峰有多久，执勤的交警就要

站多久。一天执勤下来，邹连岗手机里的步数记录超过两万

步。“五一”期间，旅游、购物的人格外多，去年假期长春市红旗

街等重点商圈的人流每天超过十万。人流高峰预警、事故警

情……记者采访期间，民警们的对讲机响个不停。

“假期大家都想出门溜达，人多车多，我们的职责就是让

交通参与者平平安安，假期过得热热闹闹。”朝阳大队大队长

冯曹钜告诉记者。

除了维持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大队民警还着力在

日常工作中发现城市交通堵点，制定疏导方案。前段时间，

为了治理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周边的交通拥堵，大队

民警经过深入调研，在院内停车场重新规划了社会车辆通

道、增设落客区，将医院附近的公交车站北移，有效缓解了

医院主要入口前公共车道的车流压力，打通了群众就医“最

后一公里”的堵点。

“我们努力站在城市的‘空中’当交警，心里有全局，就能

更好地服务群众。”冯曹钜说。

大家的辛勤付出，群众也看在眼里。“执勤时，有小朋友远

远跑过来，递给我一瓶水。”邹连岗说。

正说着，冯曹钜的对讲机又响了：“红旗街‘这有山’文旅

小镇路口人流快速增加。”

“收到，马上增派警力。”

在 岗 护 平 安
——长春“最忙”交警大队劳动节见闻

新华社记者 段续 王帆

4月30日一早，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通化工务段桥隧车间第一维修小组工长

刘传双，带领组员行走在梅集铁路线第一浑

江铁路桥上，在“五一”节前对管内设备进行

全面“体检”。

“完全贴紧的螺栓敲击声清脆响亮，像钢

琴声一般悠扬。”刘传双与组员们紧握检查整

修工具，不时敲击复紧桥面螺栓。

始建于1939年的梅集铁路地处长白山

区，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普速客货运输通道。

春夏狂风呼啸、烈日炎炎；秋冬阴雨连绵、白

雪皑皑，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第一维修小组

的铁路硬汉们常年扎根深山，埋头苦干、默默

奉献，30多年如一日从事管内桥隧涵设备的

检修工作。长年积累的工作经验，让他们仅

凭敲击声就能判断出每个螺栓是否贴紧，从

而排除安全隐患。

“检查工具备品，检查安全帽、安全绳，高

空作业注意安全……”铁路桥上，刘传双做好

安全提醒和检查后，便和组员们带上工具，掀

开桥铺面检查盖板，躬身猫腰从检查梯下到

狭窄的桥梁墩台。挂好安全绳后，大家手持

检查锤，自下而上一寸一寸敲击着，仔细观察

桥梁墩体是否完好。

桥下江水滔滔，匍匐在空间狭窄的桥梁

墩台上作业，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仔细谨慎。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第一维修小组的组员们根

据声音的清脆和沉闷程度，就能分辨桥墩混

凝土结构是否密实。

桥梁结构复杂，检查精细程度要求高。

检查中，他们借助检查工具，利用眼观、耳听、

手摸等方式检查桥体结构。哪有明显裂纹、

预留孔有没有淤堵，都需要重点检查。在检

查特大桥中，他们还要爬上高达50米、与地面

角度达到70度的检查梯，重点检查支座及各

种连接零件是否出现锈蚀、断裂的情况，观测

梁体部分有没有细小裂纹。

“桥梁检查整修工作责任重大，必须仔细

检查，一丁点儿隐患我们都不能忽视。”刘传

双目光坚定地说。

检查、定位、复紧、整修……每一年，第一

维修小组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在长白山区中

对桥隧涵设备进行检修。慎终如始做好检

修，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攀上60米高的铁路桥高空作业；钻进直

径小到75厘米的涵管刨冰除雪；悬吊70度陡

峭山体岩壁清扫危石；坚守在零下30多摄氏

度的严寒中清沟渠、护桥涵……

甘做深山护路人，在工长刘传双的带领

下，第一维修小组常年驻守铁路线上，春防淤

泥落石、夏抗酷暑洪涝、秋除枯枝倒树、冬战

严寒冰雪，担负起209公里铁路沿线的19座

隧道、120座桥梁、387座涵渠的巡检、养护和

维修任务。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不说，查危石、

拉主动网、衬砌挡墙护坡，大伙儿真是十八般

武艺样样都会。”在刘传双和组员们看来，要

确保铁路运行安全，就必须勤走勤看，只有每

处设备都检查过了，他们心里才踏实。

“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山区作业。对

我们来说，看着一趟趟列车从我们检修过的

大桥上安全驰骋，那一刻，我们感觉挺幸福

的。”刘传双说。

面对气候条件恶劣、桥隧病害复杂、作业

环境艰苦等实际困难，这个由老中青三代17

人组成的通化工务段第一维修小组，不讲条

件、不计得失，数十年如一日，穿桥钻隧、上山

下河，每天完成十多公里的设备检查任务，及

时消除各类隐患，把这条地形复杂、基础薄弱

的“担心线”养护成了“放心线”，创造了梅集

铁路线34年安全无事故的佳绩，书写了新时

代铁路工人的奋斗荣光，也由此获得了2023

年“最美铁路人”称号。

守 护 铁 路 桥 隧 的 追 梦 人
——记通化工务段桥隧车间第一维修小组

本报记者 李铭

本报5月1日讯（记者王雨）今天

上午，和龙市第十四届金达莱文化旅

游节在和龙市西城镇金达莱村开幕。

拔草龙、千人拌饭、民族歌舞表演等丰

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数万名游客

欢聚于此。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多彩金达莱

报春第一枝”为主题，从5月1日开始至

5月5日结束。主会场设在西城镇金达

莱村，分会场分别设在东城镇光东村、

八家子镇南沟村金达莱花坡。为方便

游客串联游览，同时开通了和龙市内至

金达莱村及南沟村的踏青赏花直通车。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历届活动形式

载体最多样的一届，不仅有民俗美食体

验、沉浸式场景秀等特色传统活动，还

新增了打卡寻宝收集勋章、“异域好物”

展销、“我爱我家亲子游”研学等精彩活

动，青春露营、青春旅拍、青春活力咖啡

文化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活动也首次

亮相。除此之外，共享庭院、金达莱村

十二香坊、农特产品供销大集等助农惠

农项目，引领乡村振兴再升温。节会更

将非遗扎彩的工艺“凤凰”、稻草编和糯

米人等非遗文化展示请进会场。全方

位、多形式的文旅体验，赢得游客好评

如潮，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和龙市：金达莱文化旅游节启幕

本报5月1日讯（记者张红玉 王学雷）

春风吹皱一汪湖水，百鸟鸣开万树鲜花。

又到一年开湖季，今天，“2024查干湖春捺

钵开湖季”启动仪式在鱼肥水美的查干湖

景区拉开帷幕。琴乡湖韵、特色美食、地域

风情、多彩活动……不负游客不负春，查干

湖摆下饕餮盛宴，用诚意和热情拥抱八方

来客。

启动仪式上，圣火熊熊燃烧，鼓声磅礴

悠扬，一场“捺钵春祭”将时光带回千年之

前的查干湖畔，让人们深切感受捺钵文化

的神秘、神奇与神圣。舞台表演中，民族演

员们带来欢歌快闪，并为在场观众送上礼

物，台上台下热情互动，共同分享祝福与喜

悦，欢快的歌声与优美的舞蹈将气氛推向

了高潮。

活动中，在长白山景区、伪满皇宫博物

院、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影世纪城、六鼎

山文化旅游区、长春世界雕塑园、集安高句

丽文物古迹景区、查干湖景区8家代表的见

证下，成立了吉林省5A级旅游景区联盟。此

外，云南石林、贵州威宁、吉林延吉和前郭四

城聚力，首批生态旅游城市伙伴正式“建

群”，并向域内外发出了“红石榴”邀约。通

过旅游景区的强强联合，城市伙伴的谋势共

赢，为吉林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澎湃动力。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据悉，“五一”期间，查干湖景区将陆续推出

包括文化艺术演出、非遗体验展示、群众文

化活动等方面12项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

其中，5月1日当天，由本地大厨烹饪的查

干湖铁锅炖鱼，吸引了众多游客免费品尝

享用。在汇聚北京、天津、台湾等地45种美

食的捺钵街区，游客们开启“逛吃逛吃”模

式，沉浸在美食美景中。另外，“五一”期间

还有渔舟畅湖、围湖垂钓、游鱼祈福、汽车

漂移、轮滑表演、查小鱼音乐汇、查干湖“味

道”食神大赛等活动陆续开展，实现日日有

惊喜，快乐不重样。

查干湖：“捺钵春祭”开湖迎客

4月30日，长春·九台第七届山野菜美食文化旅游节在九台区马鞍山村氿遇欢乐谷盛大开幕。本届美食文化旅游节以
“美食山野菜 魅力马鞍山”为主题，将一直持续至5月5日。作为九台区乡村旅游的品牌节庆活动，目前已成功举办六届，
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展示九台乡村特色代表元素，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图为本届美食节开幕式上“雪饼猴”王铁
柱正在表演节目。 本报记者 潘硕 实习生 董洺嘉 摄

本报讯（安莉 李俊峰 曲梦 记者李铭）4月19日，中国人

民银行通化市分行组织召开辖区国家金库代理支库推进工作

会议，围绕“经理国库职责不缺位、提高服务质效不下降、国库

监督不放松”的基本目标，为地方政府做好预算执行，持续推

进通化辖区国库工作高质量发展。

代理国库是人民银行经理国库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未设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区，发挥着基础金融对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县域国库工作的效能。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通化市分行就代理支库设立、运行和

国库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回顾；与地方财政、税务等相关部

门就银政深化合作，为地方经济赋能做好代理库工作进行交

流。提出着眼“四个聚焦”，做好代理库工作，聚焦政治引领，

牢固树立共荣共发展理念；聚焦主责主业，夯实国库两条安全

底线；聚焦民生关切，构建优质高效的国库服务；聚焦科学管

理，打造代理国库样板品牌。

中国人民银行通化市分行——

推进代理国库工作 赋能地方经济发展

（上接第一版）

吉林机器制造局展览对外开放

“五一”当天，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内的《吉林机器制造局

展览》正式向公众开放，成为江城假期游的又一处文旅打卡

点。

记者走进展览馆，正赶上专职讲解员在讲解：“我们所看

到的这幅画面是1966年5月航拍的吉林机器制造局鸟瞰图。

眼前的沙盘便是由这幅鸟瞰图复原而来的……”

创办于1881年的吉林机器制造局，是清代洋务运动期间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全、技术最强的军火工厂，也是东

北地区最早的近代工业机构，在防御沙俄入侵等方面起到重

要作用。

游客赵女士说：“吉林市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城

市。作为吉林市人，我们应该知道家乡的历史，察往知来，才

能更好地与城市共情，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家乡。”

江城：节庆氛围“拉满”热力值飙升

（上接第一版）
从“冬季到吉林来玩雪”到“畅滑长白春

雪”，滑雪度假、玩冰赏雪、温泉康养……多

种文旅融合的新业态玩法，让吉林省的各大

滑雪场客流量呈爆发式增长。

据悉，这个雪季我省新增国家级滑雪旅游

度假地1家，总数达到5家，数量全国最多，全

省雪场单日最大接待规模15万人次，同比增长

25%；推出研学、自驾、红色等主题线路332条，

为游客赏冰玩雪提供更多选择；冰雪乐园营业

数量达到158家，较上个雪季增长68%。

如何向全世界介绍吉林？杨安娣用了

“神秘、神奇、神韵”三个关键词，将“吉林IP”

整合输出，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冰雪旅游

胜地，可以说吉林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

打造旅游发展新格局 吉林“在路上”

短短几年，在旅游市场消费升级、市场

多元、需求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我省旅游

产业已发展成支柱产业，从边缘化进入到经

济主战场，在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吉林发展

“旅游”的实力和决心。

先说实力。长白山地处我省东南部，是

欧亚大陆东缘的最高山系。3月27日，长白山

世界地质公园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

录，再次为长白山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冬奥冠军苏翊鸣谈到长白粉雪时曾表

示，“在松软雪道上驰骋的感觉，真的是一次

就会爱上。”依托长白山脉的自然资源，雄厚

的“家底”是吉林发展冰雪的底气。

“2023-2024新雪季，全国对东北旅游评价

整体呈现正向态势。一季度吉林经济总体表

现十分亮眼，从数据上看呈现出质量皆高、结

构优化的整体态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丁一兵评价道，吉林省旅游业有非常好的基础

和底蕴。资源上，长白山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是

独一无二的资源；历史文化上，吉林从高句丽

开始就有持续的历史文化，非常多元化；民族

构成上，吉林省满族、蒙古族、朝鲜族，这都是

非常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还有吉林的红色

文化资源，把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有效结合，

吉林旅游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再看决心。刚刚结束的雪季，我省各地

举办各类冰雪节事活动200余项；组织开展

“欢欢喜喜过大年”“吉地过年·吉祥如意”系

列春节主题文旅活动866项，形成贯穿整个

雪季浓厚的旅游氛围。

在政策保障方面，我省出台《加大文旅

消费十八条措施》《吉林省“引客入吉”和文

旅项目招商政策》《2023-2024新雪季吉林省

冰雪政策》，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演出活动奖

励等系列创新性政策举措，省级层面投放冰

雪消费券3500万元、各市（州）投放冰雪消费

券3638万元，有效促进全省冰雪旅游消费。

潜力不断释放，发展空间不断开阔。

从“冰雪高地”向“四季长红”，把流量转

为“留量”，吉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点开花 活力四射 潜力无限

“粉雪漫卷、冰花四溅、活力多元，吉林

冬天被冰雪点亮。”

“长春、吉林、延边，吉林旅游资源简直

就是东北文化的缩影！”

这个冬天，网友们以“冰雪”魅力重新认

识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窥见吉林高质量发展

的脉动；而吉林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发展道

路上，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路径”，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可谓双赢。

吉林“爆火”并非偶然。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首席专家詹新宇认为，吉林省一季度国

民经济亮点成绩单背后，文旅消费热潮是实

现“开门红”的重要助力之一。“吉林文旅经

济呈现出品质引领作用明显、优质旅游供给

丰富等新特点。文旅经济持续增长为吉林

省招商引资不断赋能拓圈。”

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夜游、吉林

江上游船赏雾凇、白山雪谷市集、延边“雪国

列车+民族歌舞表演”、长白山云顶市集、梅

河口城市雪街等沉浸式、体验式产品大量涌

现，迅速成为网红景点。4月27日，“雪饼猴”

上线西安，翻着跟斗精彩演出的“雪饼猴”和

西安的朋友们推介着家乡吉林，“下一站要

来我们大美吉林”！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盘古智库高级

研究员熊园分析道，长春“西游记”主题乐

园、“吉林粉雪”等热点频繁出圈，吉林文旅

活力足、热度高。“随着夏天马上到来，吉林

应设法谋划一批新项目、新产品，让外地游

客能领略到冰雪之外的吉林风采。同时，也

要强化促消费政策的落地，让游客有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惠。”

“东北气质”的“雪饼猴”火爆全网仅仅

是吉林文旅出圈的一个缩影。多元化的文

旅产品、精细化的服务业态将不断推进吉林

文旅持续稳定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