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雾凇、品美食、戏冰雪……“最热”冰雪

季里，“北国江城”吉林省吉林市接待游客人

数和旅游收入均创历史新高，迎来高光时刻。

春暖花开，冰雪消融，但吉林市并未因雪

季远去而闲下来。“冰雪热”之后，这座有着丰

富文旅资源的城市，开始深入挖掘文脉，延伸

冰雪热度，推动山水、历史、文化优势深度融

合，激活文旅新业态。今年“五一”假期全市

接待国内游客近240万人次，重点监测的60

家酒店入住率接近70%。

一场提升城市辨识度、增强文旅吸引力

的行动，正在吉林市全面展开。

延伸文旅“长度”：

让冰雪也能“四季红”

从深入开发室内越野滑雪场，到建设气

象实验室实现随时随地赏雾凇，再到持续开

发雪场夏季文旅户外活动，吉林市创新运营

方式，让冰雪IP在全年绽放。

户外已是温暖宜人，室内仍旧一片冰天雪

地，走进由防空洞打造而成的室内雪场——吉

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冬日般的景色让游

客惊叹不已。“让冰雪常驻吉林，让更多游客

体验。”滑雪场运营部部长徐鸿博说。

有人说，雾凇是一种遗憾的美。但如今

在吉林市，可以随时随地赏雾凇，炎热的夏季

也不例外。在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新建

的雾凇实验室里，云雾缭绕，树上结满绒绒雾

凇，冬日盛景穿越时间束缚，展现在眼前。“我

们大量收集气象数据后不断试验，从蓬松度、

感官上来看，室内雾凇和室外的几无差别。”

吉林市气象局业务科技处处长庞培林说。

以“冰雪+科技”打造文旅新地标，是吉林

市从“一季火”向“四季热”转变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全国闻名的冰雪旅游城市，滑雪场的

春夏，也一样精彩。

告别雪季迎来施工季，多个雪场新项目、

续建项目陆续开工。“正为春夏的大客流作准

备。”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市场部负责人黄钟锐

说。营地活动、音乐派对、徒步越野……深度

开发山水美景，滑雪场告别“半年闲”进入“全

年忙”，四季不打烊。

2023年盛夏时节，首届中国·北大湖千

人露营徒步大会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举行，

万科松花湖滑雪场成功举办省内首次百公里

越野赛，超过半数的参赛选手来自省外。“今

年我们还将策划各类文旅活动，让无雪的雪

场更精彩。”吉林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

局长郎益江说。

发掘文脉深度：

让历史文化宝藏“醒过来”

吉林市的“宝藏”，不只有冰雪。明清年

间在吉林市设厂造船，“北国江城”曾作为吉

林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近300年。丰富

的历史资源，为这座城市注入了独特的人文

气质。借助冰雪带来的人气，吉林市正在努

力地发掘文化家底，唤醒许多沉睡的人文资

源。

这几天，经过全面修缮即将对公众开放

的吉海铁路总站旧址，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众

多关注。“一定去拍照打卡”“整修后更美

了”——网友留言评论踊跃。加固外立面、粉

刷墙面、排除隐患……老建筑“修旧如旧”，落

日余晖下，楼宇光影交错，景色别致。

被网友誉为“最文艺”的火车站，有很多

动人的故事：由林徽因设计、梁思成审定，在

我国近现代建筑史中有着重要意义；吉海铁

路是民国时期在半殖民地状态下，由中国人在

吉林大地自建的第一条铁路；车站建筑造型呈

雄狮状，象征着中国人民如雄狮初醒……

徜徉吉林市城区，水光山色尽收眼底，这

样的人文景点还有很多：在乌拉街、将军府，

古建筑讲述着历史中车水马龙的景象；在吉

林大学教学楼旧址“石头楼群”、吉林机器局

旧址，斑驳的建筑诉说着仁人志士救国图强

的故事；在吉林市第一中学，魁星楼、校史馆

留住了革命先烈的烽火青春。如今，全市都

行动起来，有的地方正在开放校园、校史馆，

制作参观攻略，有的部门努力搜集人文资源，

向公众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有的单位修缮

工业遗址，让老厂房焕发新生，许多“隐姓埋

名”的人文资源被发掘出来。

“宝藏”吉林市的城市辨识度越来越高，

老城显现新活力。吉林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翟敬源表示，从雪季热到四季火，吉林市“掏

家底”式地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加速推进文物

遗址保护利用，赓续文脉，挖掘底蕴，讲好城

市故事。

拓展文博广度：

让“博物馆之城”的名片亮起来

松花江边，张连山府邸静静矗立。这里

原为清末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老宅，后被留

学回来的曾孙张连山改建成新式别墅建筑，

如今被改造成一个展示吉林市老建筑的博物

馆。一张张老照片，将人文故事娓娓道来。

在“博物馆之城”吉林市，这样的场馆还

有很多。文博体验空间环江而列，星罗棋

布。陨石博物馆、水电博物馆内，游客们在讲

解员的引导下，感受宇宙浩瀚，体验水电工程

奥秘；满族博物馆、文庙博物馆，特色藏品琳

琅满目；明清造船厂遗址博物馆、吉林机器局

旧址中，战船穿梭江面、火器制造的场景，将

人的思绪拉回过去……

观看展览、体验造币、打卡拍照、选购精

美文创产品……5月1日，修缮后重新开放的

吉林机器局旧址和吉林省城自来水厂旧址，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探访。“这里的文化体验

让人欣喜。”来自上海的游客王欣说，“计划多

停留几天深入感受。”

吉林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东团山遗址、

扶余国故都、明清造船厂、打牲乌拉等历史印

记，都可以在城市中找寻。吉林市沿江布局

多个“博物馆+文博”功能区，覆盖近代城市记

忆、民俗文旅融合、工业文旅等多种类型，历

史文脉探源、雾凇冰雪亲近、民俗民情体验等

多条“博物馆+旅游”主题线路受到欢迎。

“将重点文博场馆穿点成线，延长开馆时

间，整合游览线路，建设全域活态博物馆，与

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文化底蕴正在深度融入

城市肌理中。”郎益江说。“五一”假期，吉林市

博物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吉林市明清造船

厂遗址博物馆、吉林市满族博物馆接待游客

人次同比增速分别达 102.26%、603.4%、

659.33%、456.52%。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市；丰富消费

业态，培育文旅品牌；延长服务时段，提升接

待能力——吉林市还在规划更多文博体验项

目，计划2025年全市博物馆数量达到40座，

新建设陶瓷博物馆、吉海铁路博物馆，改建明

清造船厂遗址博物馆，提升吉林市博物馆、文

庙博物馆、丰满水电博物馆展陈质量，持续提

升城市辨识度。

(原载《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 5月 14

日8版)

“冰雪热”之后，这座城市打出“文脉牌”
——看冰雪旅游名城吉林市如何打造文旅长红城市

新华社记者 褚晓亮 段续 马晓成 胡戈

创业奋斗“就”在吉林

守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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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跃

进村北侧的山岗上，树木繁茂、

生机勃勃，山脚下矗立的“万发

拨子遗址”和“王八脖子遗址”两

块石刻标识告诉人们，这里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发

拨子（王八脖子）遗址。该遗址

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61年

由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6月，万发拨子（王八脖

子）遗址的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

局列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之一。

通化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

员刘志鹏告诉记者，通化至金

厂镇的公路从遗址中间穿过，

将遗址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

部圜丘山脊多是生活居址，东

部则是墓葬的主要分布区。

1956年，吉林省考古人员对遗

址进行了首次调查，初步认定

为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

至1999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通化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

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发掘

面积为6015平方米，出土文物

6942件，文化层深最深达3.12

米，共分为十三个文化层，这

在东北地区特别是长白山地

区是极为罕见的。这一地层剖

面宛如通化的历史年轮，见证

着通化人类社会的演进与历史

的沧桑。

万发拨子遗址年代跨度很

大，包含了新石器时代、先高句

丽、高句丽早期土著、高句丽中

晚期、满族先世五种文化性质

的考古遗存，遗址年代上限距

今约6000年。遗址中发现的

墓葬非常有特色，分为土坑墓、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

大盖石墓、大盖石积石墓、积石墓、阶坛积石墓等七种，还发现

了以男性为主体的35人的多人合葬墓。

万发拨子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吉林省东南部、鸭绿江中上

游地区文化堆积最厚、文化性质最为复杂、持续年代最长、遗

迹遗物最为丰富、文化特征最具代表性的古文化遗址。遗址

发掘获取的大量考古学遗存信息，为鸭绿江中上游、浑江流域

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深入研究东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

以及高句丽的起源与文化源流等诸多课题提供了详实、可信

的考古资料。遗址的第三期遗存（春秋战国）与第四期高句丽

土著遗存间明确的文化渊源关系，为高句丽文化起源研究提

供了重要线索，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志鹏对万发拨子遗址近些年的保护管理工作十分了

解，他告诉记者，作为通化市最早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通化市为万发拨子遗址建立了系统的档案，标志牌背面为

文字说明，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省文物局专业

人员队伍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测量。通化市文物管理所将遗

址纳入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巡查系统，聘用业余文物保护员及

物业，建立了较为完善、快捷的联系和通信网络，发现问题随

时报告，及时处理。

除此之外，通化市文旅局于2016年向国家发改委申请万

发拨子遗址环境整治项目，2018年取得批复，已完成山体植

被修复面积约1.8万㎡，及时有效地对遗址本体进行了必要

的保护措施。《万发拨子遗址房址、墓葬遗址保护和环境整治

项目设计方案》2020年1月获得了吉林省文物局批准。目前，

已完成过街人行天桥基础施工，预计2024年底竣工并面向社

会开放。

通化市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曹馨文说，通化市文旅局于2017

年组织编制了《万发拨子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公园规划面积为

50.84公顷，将为社会民众提供宣传遗址历史文化、普及文物

保护与考古工作知识和日常文化休闲活动的场所，并且计划建

立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科普教学的基地。未来，作为一个完整

的考古遗址公园，定会让

悠久的万发拨子遗址焕

发新的价值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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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临江市苇沙河镇错草村通过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发挥本地水资源优势，帮助合作社开展冷水鱼养殖

项目，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图为养殖户正在捕捞成品金鳟。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张添怡 实习生范洋）5月 15日

是全国第31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食盐

加碘防疾病，平衡营养健康行”。为指导公众科学补碘，

持续巩固碘缺乏病消除成果，今天，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白山市政府联合开展碘缺乏病日

宣传活动。

活动在白山市步行街举办，以落实食盐加碘为主的综

合防控策略为重点，通过播放宣传视频、发放宣传资料、悬

挂宣传条幅、设置咨询台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大力宣传

碘缺乏病防治知识，旨在加强人民群众对食盐加碘防治碘

缺乏病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

保健能力。

当天，白山市妇幼保健院同步举办了孕妇科学补碘知识

讲堂，指导孕妇在孕期科学补碘。省地方病第二防治研究所

碘缺乏病研究室主任赵景深介绍，食盐加碘是最安全、持续、

方便、经济、生活化的补碘措施，我省属于碘缺乏地区，应持续

贯彻食盐加碘防控策略。孕妇是碘缺乏病防治的重点人群，

建议备孕和孕期妇女除食用碘盐外，每周应摄入1-2次富含

碘的海产食品。

据了解，我省自1995年按国家要求实施普遍食盐加碘政

策，全省居民均食用碘盐，2000年经国家考核评估达到阶段

性消除碘缺乏病目标。我省于2000年和2012年两次调整碘

盐浓度为35mg/kg和25mg/kg，经过连续数年的碘缺乏病监测

结果表明，我省保持持续碘缺乏病消除状态。目前，全省居民

碘营养水平总体适宜。

食盐加碘防疾病 平衡营养健康行
我省开展第31个“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表

时期

2024年
4月

2024年
以来

备注

项目

查处
问题数

批评教育帮助和
处理人数

党纪政务处分人
数

查处
问题数

批评教育帮助和
处理人数

党纪政务处分人
数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其他”问题包括：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楼堂馆所问题、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组织或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接受或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健身娱乐等活动、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

总计

257

339

174

966

1286

778

级别

厅局级

0

0

0

2

2

1

县处级

21

23

17

69

82

47

乡科级
及以下

236

316

157

895

1202

730

问题类型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贯彻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或
者表态多调门
高、行动少落实
差，脱离实际、脱
离群众，造成严

重后果

1

1

1

4

9

3

在履职尽责、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不担当、不
作为、乱作为、假
作为，严重影响
高质量发展

149

209

105

577

828

469

在联系服务群众
中消极应付、冷
硬横推、效率低
下，损害群众利
益，群众反映强

烈

0

0

0

5

7

2

文山会海反弹回
潮，文风会风不
实不正，督查检
查考核过多过

频、过度留痕，给
基层造成严重负

担

4

9

1

5

11

1

其他

2

3

0

7

8

2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

违规收送名贵特产
和礼品礼金

违规收送
名贵特产
类礼品

2

2

0

3

3

1

违规收送
礼金和其
他礼品

38

39

22

144

152

111

违规吃喝

违规公款
吃喝

5

5

5

18

21

21

违规接受
管理和服
务对象等
宴请

3

3

3

12

14

14

违规操办
婚丧喜庆

8

8

6

36

36

32

违规发放
津补贴或
福利

17

24

14

68

101

56

公款旅游
以及违规
接受管理
和服务对
象等旅游
活动安排

2

2

2

16

16

14

其他

26

34

15

71

80

52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获悉，为进一

步加大通报曝光力度，持续传导压力、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省

纪委监委建立了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定期通报

制度。2024年4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7起，批

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3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74人。

2024年4月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7起

本报讯（记者孙红丽）“我的求职意愿非常

明确，地理位置、薪资、企业文化、长远发展这几

点都要兼顾。”求职之初，毕业于吉林大学生物

与医药专业的赵海洋就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

毕业季招聘开始之前，赵海洋早早就在网

上搜罗简历模板，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精心制

作简历并进行线上投递，但大多都石沉大海，没

了音信。求职过程中，“留在吉林”始终是她坚

持的一点。

“2023年春天，长春市人才服务局和我们学

校共同举办校园招聘会，来的都是省内知名企

业。我在这次招聘会上遇到了现在供职的迪瑞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笔试和面试，最后

顺利入职。”赵海洋说，“公司就在长春，业务涵盖

试剂、仪器等多个领域，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

团队和专业的员工队伍。入职虽然不久，但能感

受到这个公司拥有很强的专业资源和发展潜

力。可以说，这里满足了我所有的就业需求。”

能够让赵海洋安心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吉

林省及长春市完善的人才政策。“我现在申请了

租房补贴，每个月1500元，可以享受两年，这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应届毕业生的经济压

力。”赵海洋说，“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长春市

对人才的重视和优待。入职之后，我在公司的

支持下申报了长春市E类人才并顺利通过，可以

享受到很多人才优惠政策。”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现在的长春就

像是一棵繁茂的‘梧桐树’，将会吸引越来越多

的‘凤凰’来到这里、扎根这里，在这里打拼出属

于自己的一片蓝天。”赵海洋说。

留
吉
就
业
大
学
生
赵
海
洋
：

﹃
这
里
能
够
满
足
我
所
有
的
就
业
需
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