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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为纪念“五四”运动105周年，集中展示新时代吉林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
值追求，充分发挥青年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引领全省广大团员青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吉林日报选取我
省各行各业的青年典型进行集中报道，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激励广大青年对标先进，积极投身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的火热实践，书写无悔青春，开创事业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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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夯筑梦想 奋斗成就未来
——我省青年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火热实践中建功立业

王铁映是吉林边检总站通化边境管理支队集安大队麻线边境

派出所政治教导员。身为边境一线的基层移民管理警察，13年

来，王铁映一直驻守在吉林边境一线，亲眼见证了边境村翻天覆

地的变化，切实感受到边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逐步提升。

鸭绿江畔，他留下了一行行的青春印记。

2020年6月，王铁映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牵头组建了我省

首座“义警工作站”。“所谓‘义警’就是义务从事警务工作，通过发挥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优势作用，使社会化警务力量参与群防群

治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王铁映说，“义警工作站”模式已被省委改

革办以简报形式刊发推广。如今，集安市每个边境村都有“义警工

作站”，村民们逐步担起“信息员”“情报员”“调解员”等重要职责，全

力护航平安吉林建设。

“群众需求永远是民警开展工作的‘第一选择’。”多年来，他自

创了“急难险重必到、婚丧嫁娶必到、逢年过节必到；与扶危帮困结

合、与维护稳定结合、与长远发展结合”的“三必到三结合”驻村走

访工作法，实行了“乡村爱心帮扶金”等爱民举措，深得民心。

2023年 9月，王铁映结合实际建立“麻线帮帮团”公益组织，

联合驻村工作队，充分整合义警、律师、心理咨询师及各行业志愿

者，向群众提供公益志愿服务。

“作为边境最前沿的基层派出所，兴边富民是我们的重要职

责。”2019年以来，王铁映与下活龙村村委会、驻村工作队以及通

化师范学院等多个部门共同努力，筹得300余万元建起了民宿25

间，农户年收入同比增长110%；建立法律咨询室，填补乡村振兴

法务服务空白；以王铁映的微信名“小铁”命名成立了村民夜校，

组织养殖大户、致富能手、农科人员传道授业；搭建村部红色影

院、绿色休闲书吧等文娱场所，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如今，地偏人

稀的小渔村，成了网红打卡地，全村共有15户18人返乡创业，边

境乡村焕发了新的活力。

青春向党勇担当，奋楫扬帆新征程。王铁映用脚步丈量边

境，在吉林边陲筑起保境安民的钢铁长堤，在固边富边兴边的道

路上，带着百姓的期盼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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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一直是吉青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果硕的座右铭，她在社

工这条路上坚定、自信、认真地走着。

果硕所从事的吉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

我省首家省级团属社工机构，服务中心以组

织为载体，以项目为桥梁，以专业水平为靠板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解决青少年实际困难，获

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2018年，果硕全力投入公益事业，孵化、

评估公益项目百余个，积累了大批公益项目

运行及评估经验。2019年，在团省委的推荐

下，果硕接手了吉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仅用

一年时间，就为长春困境青少年建档565份，

开展困境青少年服务个案294个，开展困境

青少年行为矫治、抗逆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

务活动29场次，开展困境青少年素质提升、

兴趣发展习惯养成等小组服务195人/次，直

接惠及青少年4520余次。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2023年2月17日，

长春市重病青少年社工帮扶项目正式启动。

该项目由团长春市委发起，吉青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承接，项目周期为12个月，针对30位长春

市内6—35周岁重病青少年的血液病、恶性肿

瘤等43类重大疾病，一人一方案，全周期跟进。

找到30位需要帮扶的重病青少年，听起来

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前期基础资料不足的情

况下，吉青社工团队首先需要找到相关患病孩

子，并从各个方面了解其实际情况。“病人家属

面对陌生的我们，起初的防范心理是很强的。”

果硕介绍，尽管如此，吉青社工还是克服了种

种困难，与长春市民政局、儿童医院、吉大一院

等多家工作单位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有符

合要求的帮扶对象，这些单位会第一时间与吉

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取得联系。

截至2024年5月，果硕带领的团队运行

民生服务项目超 40 个，累计服务时长约

341059小时。

几年间，果硕先后荣获吉林省优秀青年、

吉林省最美禁毒志愿者、长春市向上向善好

青年等称号。“相信我与每一位社工同仁都能

坚定信念，披荆斩棘，为这份美好事业奋斗终

生。”果硕说。

以人为本 助人自助

35岁的李炜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光子室主任、研究员，

科研是他的心之所向，他也向光而生，将心

中的光与热播撒在长春这片沃土上。

大三时，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李炜决

定毕业后出国留学。“在了解到心仪的研究

方向需要深厚的光学基础，而我本科专业并

非光学时，我知道这个转变对我来说是一场

挑战。”李炜如是说。

2011年，凭借努力和坚持，李炜成功申

请到了全美前二十名名校的博士全额奖学

金，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范德堡大学、斯坦

福大学进行了近10年的学习和科研工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李炜回忆，在美进行学习和科研

工作期间，他已经明显感觉到祖国科技创新

发展环境的积极变化，尤其对基础科研以及

青年科研人员的大力支持。这对李炜而言，

是鼓舞，是激励，更让他深感责任在肩，尽快

踏上归程。2020年底，李炜加入“新中国光学

摇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

2022年3月，长春正处在疫情之中，也

正好赶上科研攻关最关键的阶段，很多重要

的实验任务无法如期开展。为了不耽误科

研进度，李炜带着几个科研骨干和研究生选

择留守在实验室，但很多实验装置和元器

件，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运送到实验室。面对

困难与挑战，李炜和伙伴们没有退缩，他们

试着用实验室留存的一些元器件自己动手

搭建实验装置，在有限的条件里试着创造无

限的可能，最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李炜高度重视团

队合作的力量。“说到团队，就不得不提一下

我们这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年轻队伍。”

李炜口中的队伍，便是先后从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

名院校引进的多名优秀青年骨干。在团队

组建后的3年时间里，他们聚焦热辐射的光

子学特性和多维光场信息调控前沿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李炜相信，在

苦难中傲然挺立、在考验中挺膺担当的新时

代青年，最终一定会绽放青春、收获梦想、报

国增光。

心之所向 向光而生

1990年，杨辉出生于洮南市聚宝乡

宝泉村，现任吉林省万邦鹅业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白城市白鹅养殖技术协会

会长。先后荣获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

年先锋、中国青年创业导师、吉林省乡村

振兴青年先锋等多项荣誉。

毕业后，杨辉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依托吉林省地域资源优势筛选创业项目，

最终选择了养鹅。于是，他在家乡带动乡

亲开始小规模养鹅。但一场疫病，让刚刚

尝到甜头的他一下子回到了原点，也让他

深刻认识到经验欠缺、技术短缺等瓶颈。

2014年，为了继续发展养鹅事业，杨

辉毅然考取了吉林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读研期间，不仅提升了专业知识，

开阔了视野，更让他的创业思路有了很大

转变。于是，在新观念的催动下，吉林省

万邦鹅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2015年12月，杨辉在读研究生二年

级时，注册成立了万邦鹅业，并依托吉林

农业大学创业园免费提供的现代化办公

场地等资源，重新开启了他的创业之旅。

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扶持下，在

学校和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公司以“高

校科研团队+技术服务公司+养殖大户”为

发展模式，以吉林农业大学为技术支撑，

以万邦技术服务公司为服务平台，为客户

提供养鹅技术支持、鹅专用饲料、鹅疾病

诊疗、鹅产品营销服务等覆盖养鹅全程的

一站式优质服务。

回乡带动乡亲致富，是杨辉的创业初

衷。为了实现这一梦想，2017年，他回到

家乡白城，报答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

经过5年的发展，公司形成了“公司引

领，客户跟随”的发展规划，采用“1+N”（公

司＋地方新职业鹅农代表）模式，推广出

玉米地养鹅、稻田地养鹅、光伏养鹅、林下

冰麦种植养鹅、青储养鹅等新模式，业务

覆盖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四省区，

带动专业养殖户近300余户，饲养种鹅

50000只，商品鹅100万只，经济效益近亿

元，已走上相对稳定的发展轨道。

饮水思源，回馈社会。作为返乡创

业的一名优秀青年党员，杨辉以实际行

动诠释着青春担当，为乡村振兴贡献着

青春力量。

以鹅为媒 筑梦乡村

十年公益路，一颗奉献心。国网白城供

电公司的朱靖璐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志愿者，

成长为国网白城供电公司“科尔沁”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队长。在她的带领和发动下，志

愿者队伍由当时的231人发展到如今的406

人，并设置21支志愿服务小分队，以深情大

爱温暖空巢老人。

2015年，朱靖璐发起“电亮空巢”助老敬

老志愿服务项目，国网白城供电公司先后与

9个社区12家养老院结成帮扶对子，为780

余名空巢老人送去关爱。朱靖璐深知，陪伴

是化解孤寡老人孤独的最好良药。为此，她

和团队骨干集思广益，在常规的志愿服务活

动中增加了一系列让老人开心的特色娱乐

活动。

敬老院里，很多老人的子女亲友不在本

地，老人渴望与远方的亲友沟通，苦于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看到这一情况，朱靖璐在志

愿者中提出“三通过”举措，通过视频见亲

人、通过电话聊亲情、通过照片看亲友。这

一做法不仅化解了老人们的“思念”之情，志

愿者还可以为老人拍摄生活照，发回他们的

亲友微信中，让远方的亲友放心。

在农村有一些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年

老力衰，对科学种田的认知有限，对现代农

机具的使用也受到限制。针对这一情况，朱

靖璐带领公司的志愿者们把乡村子女不在

身边的老人作为重点关爱对象，通过开展

“电保姆”“电机井浇出致富田”“向光而行”

等志愿服务活动，帮助这些留守老人在种地

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享受到国网公司的便捷

服务，助力农业生产。截至目前，已开展“电

保姆”“电机井浇出致富田”“向光而行”等志

愿服务活动达400余次，受众31万余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打造

的“电机井浇出致富田”志愿服务项目，获评

全国青年志愿服务大赛银奖，“向光而行”项

目获白城市志愿服务大赛一等奖。国网白城

供电公司“科尔沁”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获评

“出彩国网人”和全国第十一届保护母亲河绿

色团队，相关事迹在国家电网报头版刊发。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王超采写）

大爱温暖“电亮空巢”

13年来，王铁映一直坚守在吉林边境一线。

“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一直是吉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果硕的座右铭。

李炜将心中的光与热播撒在长春这片沃土上。

杨辉以实际行动诠释着青春担当，为乡村振兴贡献着青春力量。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员工朱靖璐以深情大爱温暖空巢老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