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择一处静谧，享一时悠

闲，山居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

向往栖憩之所。通化县高品质建

设乡村度假空间，“上湖上”民宿

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于山水胜

处，回到原初，至静至美，吸引了

一批又一批的游人前来度假。

“上湖上”民宿位于通化县大

安镇湖上村、四方山下，与四方山

景区“日出胜泰山、云海胜峨眉、

红叶胜香山、雾凇胜吉林”的独特

自然资源互为依托，是集“吃、住、

行、游、学、娱”六位一体的休闲康

养民宿聚落。

赴约山野，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是许多游客选择

“上湖上”的原因。

走进“上湖上”民宿，传统村

落的岁月韵味扑面而来，闲静山

居精致雅趣，红瓦泥墙、石台木栏

尽显林海雪原的乡村特色风貌。

背枕青山，心归田园。在这

里，游客可以围炉烧烤，畅聊人

生；可以架起铁锅，品尝东北特色

铁锅炖、农家菜；可以煮一壶热

茶，闲坐在庭院，看漫天云卷云

舒，还可以漫游园区，品读乡村新

景，体验农耕；登四方山远眺青山

融墨绿，邂逅蔚为壮观的云海日

出……享受“又得浮生半日闲”的

淡泊宁静。

“在上湖上，带着家人闲游乡

村、围炉烧烤，登山观日出、坊间

品民俗，日子不慌不忙、悠闲惬

意，无限向往皆容于这山间一方

小院。”“上湖上”让游客赵越深感

山居生活不再遥远。

让乡村“涅槃”，创意“新生”，

通化县着力提升民宿核心吸引

力，采取“一轴三核”和水系环绕

规划格局设计打造“上湖上”，一

轴即延项目地东、西贯穿的野奢

体验轴；三核分别是合院区、木屋

野奢区、市集区。通过改造一批

传统民居、重建一批创意建筑、恢

复一批民俗场景、完善一批基础

设施等，打造乡村度假民宿地域

品牌。

合院区设13所院落、68间房

间，内设客房、餐厅、咖啡厅、茶

室、书吧、养生泡池等。高品质

度假民宿，整体建造面积大，环

境通透、洁净舒适、配置齐全，最

大限度保证个人空间的私密

性。溪水环绕、林木掩映，悠然

自得的意境让人卸下一身的疲

惫，宁静自在。

市集区包含传统工艺体验

区、红色文化体验馆、地质博物

馆、民俗馆等，配套建设4.8万平

方米的园林景观。传统工艺豆腐

坊、黏火勺工坊等，让游客不仅能

品尝到新鲜出炉的东北特色美

食，还能亲自体验制作过程。

木屋野奢则坐落于半山之

上，采用原木、藤条等天然材质

建造，12套木屋搭配3所公共服

务空间，与自然融为一体，推窗

便可一览四方山森林的静谧和

秀美。

“我们可根据游客的需求制

定最贴心、适宜的日程安排，全天

候服务，提升游客度假体验。”“上

湖上”民宿管家陈颖说。

寻觅宁静中的那份洒脱，早

听悦耳鸟鸣、潺潺水声，日享山水

之美、度假之乐，夜看繁星璀璨、

星河似海，慢生活、森呼吸、亲近

自然等惬意生活在此交织。

清阳曜灵，和风容与，去通化

县“上湖上”栖息在野，暂别城市

的喧嚣，宁静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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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宁 记者李铭）近年来，通化市不断强化就业优

先战略，通过“政府+企业”“产业+教育”“服务+保障”“3+”工作

模式，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留通就业创业。

坚持把人才引育作为促进发展的关键一招，通化市积极

推动人才招引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全力打造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的良好环境。持续加大“走出去”推介力度的同时，发挥

校、地双方各自优势，为高校人才打造成长、发展的良好空间

和广阔舞台，真正让各类人才尽施所能、尽展才华、尽显身

手。

作为通化老牌医药企业，吉林万通药业集团高度重视人

才引进工作。在通化市“万名学子兴企”等政策的支持下，40

多名高校毕业生与企业共同成长、互相成就，部分毕业生已成

长为骨干力量，为企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政府实施的兴企政策让许多高校学子走进企业、融入企

业，壮大了我们的人才队伍，提高了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也将结合企业‘引育用留’人才工程，吸引更多人才留在

通化，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吉林万通药业集团人

力资源总监周煜晗说。

为更好地推进高校毕业生留通就业创业，通化市制定出

台《通化市2024年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等

若干政策、方案，征集政策性岗位需求1395人，拉动企业开发

优质就业岗位9043个，让高校毕业生享受全方位的留通就业

保障服务。

刚过不惑之年的鞠跃华，在通化融创双创园拥有一间

“小鞠摄影工作室”。从一个人白手起家到拥有自己的团队，

鞠跃华成为通化“产业+教育”培养电商人才政策的受益者之

一。

“在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参加了很多次电商培

训，园区还为我免费提供办公场所，现在我也帮助两名大学生

实现了就业创业。目前，团队一直在策划并拍摄《百村行》主

题短视频，宣传家乡通化100个村的百人百事百品百景，已经

拍50多集了。”鞠跃华说，自己将用镜头捕捉家乡的点点滴滴，

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通化，鞠跃华只是众多从事电商行业者中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通化市启动“千名学子电商创业计划”培训活动，

积极与各大院校对接并建立联动机制，整合33家创业培训机

构、12个孵化基地等资源开展电商培训；提供免收租金、开店

指导、信息咨询等服务；开发电商就业岗位500个；为符合条件

的从事电商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

等，努力为地方发展培育更多的青年电商人才。

与此同时，以更广的胸怀拥抱人才、更优的平台成就人

才、更好的服务凝聚人才，通化市“服务+保障”持续发力，让高

校毕业生充分感受到爱才、惜才的浓厚氛围。

通过校园就业政策宣讲会、校招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群等，5200名往届高校毕业生和2所属地高校的近4000名在

校生实现“享政策”“享培训”“享岗位”。

电子商务创业培训和就业信息对接机制不断健全，高校

毕业生求职信息和企业需求信息精准对接登记。

5277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享受“1311×N”“一对一”服务，

累计服务2万多次。

不断扩大见习基地规模，充分挖掘见习岗位，围绕支柱优

势产业发展和大学生见习需求，上半年共开发见习岗位735

个，已落实352人。

“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我们将进一步开发岗位、招录人才、

组织招聘、精准服务，千方百计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通

化、安居通化、奉献通化，以高质量就业做好人才引育工作，助

推通化高质量发展。”通化市就业局局长田忠锋说。

通化：广聚英才 留通逐梦

日前，通化市2024年夏季购房节圆满收官。此次购房节，商品房签约329套，成交金额2.03亿元，其中域外人员购房105套，占
活动期间销售量的34%。此外，二手房申请交易2202套。 通化市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讯（记者李铭 实习生范诗晗）筑

牢防汛备汛安全“堤坝”，通化市全力打好

城市防汛“主动仗”，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

项工作，统筹抓好物资筹备、检查排查、值

班值守等，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

正常运转。

强化工作统筹。通化市住建局研究制

定城市防汛工作方案，成立应急抢险队

伍 ，加强培训和演练 ，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严格落实汛期 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

防汛通知和天气预警等信息第一时间传

达到位。

抓牢防汛基础。提前储备防汛物资，

备足沙袋、水泵等应急物资。组织专业人

员对城市排水管网、窨井盖、雨水篦子等

排水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修复，保障排水设施正常运行。截至

目前，已完成排水井维修 291座，清掏雨水

检查井 2390 座、污水检查井 2499 座、雨水

井5653座，疏通管道5335米。

消除各类隐患。及时维护市区路灯，

保证汛期照明。完成铁道北强排泵、截洪

沟强排泵站、红旗桥两侧强排泵站、江南强

排泵站、531 涵洞强排泵房、东庆雨水强排

泵站、月牙泡管道闸门控制室、一期平湖大

坝设备检修工作，全力提高汛期排水能力。

同时，加强在建工地监管，要求施工单

位完善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深基坑、高支

模等重点部位的防护措施，确保工地安全

度汛。

本报讯（王斌鹏 记者李铭）今年以来，吉林通化陆港经济

开发区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强大共识、汇聚奋进力量，加快建设

“一区三园”，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高效推进开放合作、飞地经

济、低空经济建设发展。

夯实思想之基，助力高质量发展。陆港经开区通过理论

学习中心组、培训辅导、专题党课等形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党工委组织开展项目

建设、招商引资专题培训，动员广大党员全力以赴抓项目、抓

招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全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

献。

依托产业平台，深化开放合作。与丹东港口集团进一步

巩固对接成果，围绕联合打造“协作港”、构建“三港一路一

航”、挖掘东北东部货源等目标，在港区共建、产业共兴、资源

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积极推进通化市寄递物流园建

设，建成后可满足 30家快递、物流和货运企业入驻。依托商

贸加工创业产业园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园，现已与山东龙翼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实施5000架无人机组装

项目生产，同时对接洽谈灭火弹制造、低空物流等补链延链产

业。探索“飞地经济”新模式，在通化市化工产业园设立“飞地

园区”，与通化市各县市区、医药高新区组建合作公司，共同推

动实施精细化工经济技术产业园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对接

项目16个。

深化企业服务，破解制约难题。围绕高水平助力中小微企

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从疏通政策落实堵点、化解经营痛点难点、

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三方面开展服务行动，持续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展“服务企业年”等活动，企

业、项目服务覆盖率达100%，帮助办理各类手续79件，解决困

难问题95个。

培育新质生产力，精准招商引资。区党工委主要领导带

队赴丹东、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开展招商活动，与中国化学制

药工业协会、深圳医药行业协会、天津商会等 10余个商协会

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对接洽谈49户优质企业。围绕化工新能

源、装备制造、食品和中药材等产业，积极引进高新技术、高附

加值的大项目、好项目，截至目前，共洽谈推动项目 23个，拟

投资总额148.08亿元；签订合作协议8户、落地3户；上半年预

计到位资金6049万元。

本报讯（王晓旭 记者孙鑫）医药健康产业是辉南县

支柱产业。近年来，该县持续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拉长

延伸产业链条，巩固医药产业基础，提高产业整体竞争

力，逐步形成涵盖医药种植、医药加工、医药商贸、医药

科研、药材基地建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出具有地

方特色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格局。

培育产业集群。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动医药

健康产业集群发展，辉南县抓紧抓实项目招引，持续开

展“走出去、请进来”等活动，县领导多次带队组织医药

企业家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与科研院所、知

名企业开展对接洽谈、实地考察，引进项目。积极谋划

一批体量大、效益好、成长性强的重大项目，推动现有企

业实施改造升级，实现跨越发展。加快医药园区建设，

发挥吉林辉南经济开发区聚集效应，全力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推动经济开发区成为医药健康产业的产业集聚

区、创新示范区、经济引领区、企业孵化区。

增强帮扶引导。抢抓政策支持，奖优扶强带新，辉

南县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全面落实产业扶持、企业

减负等惠企政策，制定出台《辉南县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政策措施》，近年来累计兑现奖励资金3400余万元。聚

焦政策解读，助企提质发展，邀请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工作人员为全县医药企业解读相关政策，进行业务座

谈，并召开辉南县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医药产品地产地

销对接会，搭建企院产销合作平台，推动县域内医药产

品地产地销良性循环。提供技术支持，保障药品安全，

在经济开发区大众创业孵化基地改建辉南县产品计量

检测所，成立食品药品检测中心，新增药品生产企业受

托检测业务，帮助企业节约检测成本、提高检测质量。

发展人参产业。辉南县地处长白山系龙岗山脉，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该县将中药材产业发展重

点定位在人参产业上，推动标准化种植，发展精细化加

工。大力发展人参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

新型经营主体，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7.2万亩，其中林

下参 6.1 万亩。推进人参精细化加工，宏久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人参提取物、人参总皂苷、红参大枣饮料

等精深加工产品，出口欧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

地。与此同时，积极推动辉南野山参地理标志申报工

作，提升辉南野山参知名度，并协调省农业农村厅开展

野山参产品免费检测，对通过认证的人参，发放绿色有

机食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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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精准发力 多措并举

辉南县全力壮大医药健康产业

山居何以迷人？
通化县“上湖上”以诗
意栖居作答。
本报记者 李铭 摄

山 居 迎 客山 居 迎 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铭李铭 实习生实习生 范诗晗范诗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