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好人”“名嘴”们的经历、感悟和影响

力，讲出一幕幕生动的故事，带动越来越多的

人一同加入树新风的行列中来，描绘出乡村

文明新风尚，这是长春市九台区在积极推动

农村移风易俗工作中交出的一份亮眼答卷。

曾经，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现象在九台

区部分地区时有出现。为了改变这些不良风

气，近年来，九台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开展多项主题活动，引导百姓摒弃陈规陋习，

树立文明新风。

7月9日，“德耀九台”好人故事宣讲活动

来到土们岭街道马鞍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曾获评“长春好人”的孝老爱亲好人代表

张喜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分享自己的亲身

经历与感悟，将“善”和“孝”的精神内核传递

给每一位听众。活动现场，“百姓名嘴”、文明

实践心理疏导志愿者华艳丽针对高价彩礼、

攀比之风等问题，剖析根源和危害，引导百姓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一位李姓

村民感慨道：“以前觉得彩礼高才有面子，现

在听了这些好人的故事，才明白真正的幸福

不是靠金钱衡量的。”

像这样的移风易俗系列宣讲活动，九台

区已经举办了多场，深受群众欢迎，昔日的老

观念和不良风气也在潜移默化间发生着转

变。在推进移风易俗治理工作中，九台区积

极开展正向宣传引导，完善“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事迹库”，组建“好人宣讲团”，通过组织

开展“德耀九台”好人故事宣讲活动，组织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等群体走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围绕自身孝老爱

亲、家风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事迹进行分享交

流，向亲朋邻里宣传移风易俗政策常识，规劝

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行为。

九台区“好人宣讲团”成员多数来自农

村，由村干部、乡村教师、致富能手、普通村

民、心理疏导志愿者等组成，宣讲的事迹多是

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身边事迹。他们了解农村

事，深知农村情，宣讲语言灵活接地气，善于

用“大白话”讲好“大道理”。“好人宣讲员”中

有文艺志愿者、基层文化能人，善于活跃气

氛，农民群众对宣讲活动的接受度高了，更有

利于加深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在开展“德耀九台”好人宣讲活动的同

时，九台区还利用线下活动的契机，发放《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致居民群众一封信》和

“抵制高额彩礼 倡导文明婚俗”倡议书近

7000份，开展移风易俗专题问卷调查，进一

步收集农村人情往来、婚丧嫁娶等基本情况，

为后续活动开展提供精准依据。同时，精心

安排接地气的文化文艺活动，吸引群众参与。

此外，九台区还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平台，定期报道道德模范、孝老爱亲

好人的优秀事迹，营造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

风尚。九台区以好人故事宣讲为主要抓手，

每年开展各级各类农村移风易俗活动800

余场次。

宣 讲 接 地 气 助 力 树 新 风
——长春市九台区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见闻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战争年代，无数英勇无畏的钢铁战士以

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追求为指引，在战火中

奋勇拼搏、在困难中坚守阵地、在胜利后继续

前行，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壮丽的篇章。老

兵薛级臣便是其中一员。

盛夏的一天，骄阳似火，记者在长春市拜

访了99岁的薛老，聆听动人故事，感受信仰

力量。

1925年11月，薛级臣出生于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自幼在革命思想熏陶下的他，于解

放战争时期，毅然决然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

中，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

在山东的一次战斗中，薛级臣担任突击

队队长，面对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密集的

火力网，他率领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

锋。一次次冲入敌阵，一次次用血肉之躯为

战友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经过艰苦的战斗，

他们终于成功完成了破袭任务，为整个战役

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路辗转到了济南，薛级臣负责防守重

要阵地。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面对敌人

猛烈的炮火攻击，他始终顽强地用自己的生

命守卫着阵地。在薛级臣的带领下，战友们

个个士气高昂，成功抵挡了敌人的多次冲锋。

“那时条件确实很艰苦，有一段时间，战

士们身上长满了疥疮，苦于缺乏物资和医药，

只能用火烤缓解疼痛。”即将百岁的薛老回忆

起战争年代发生的事仍记忆犹新。

身经百战，英勇不屈，薛级臣的战斗足迹

遍布大江南北。他的事迹在军队中广为传

颂，成为激励战友们奋勇前进的榜样。

1951年，薛级臣跟随部队北上，加入到

了抗美援朝的队伍中。战场上除了在前线冲

锋陷阵之外，后勤保证任务也是重中之重。

薛级臣被分配到了后勤保障队，主要负责记

录战死疆场的烈士姓名、籍贯等身份信息。

“看着身边的战友牺牲在炮火下，心里非常难

过。我尽力详细准确地记录烈士的身份信

息，把他们的遗物整理好，不能有一丝一毫差

错。”回忆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事，老人泪眼

婆娑。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群众拥军支前

的行动让战士们心里颇感温暖。“后方老百

姓一家做几个人的饭，有的做大饼子、有的

做高粱米饭，送到我们前线。有时敌军突然

来了，我们就赶快把老百姓转移，然后继续

去战斗。”

战争结束后，薛级臣并没有停下前行的

脚步，他深知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

当，因此继续投身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在本职工

作之余，薛级臣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

会事务，深入社区、学校、工厂等地，关心孤

寡老人和困难家庭的生活状况，积极为他们

排忧解难。

岁月流转，如今的薛老，风采依旧不减当

年，时常穿梭于公园的绿意盎然与早市的热

闹非凡之中，悠然享受着和平年代赋予的宁

静与美好。“如今的生活，真是比蜜还甜，回想

起往昔的每一份拼搏与努力，一切都值了！”

薛老的话语，虽无华丽辞藻修饰，却字字铿

锵，句句动人，深深触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

他的每一次讲述，都如同穿越时空的低语，让

我们感受到军人们保家卫国的坚韧与担当。

这份坚定信念，跨越了岁月的长河，依旧熠熠

生辉，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珍惜当下，铭记

历史。

老兵薛级臣：

忆 峥 嵘 岁 月 话 美 好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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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年·寻访老兵足迹

记者驱车从长春市到白山市抚松县之

后，想继续到泉阳电站，需要换乘“专车”。

“专车”就是泉阳电站的工程车。“山路难

行，‘专车’司机熟悉路况，安全系数高一些。”

张英杰解释说。

张英杰是泉阳电站的运行员，也是记者

此行的“向导”。

从抚松县城到泉阳电站，全程约42公

里，其中有5公里左右的山路。司机特意放

缓速度，但山路崎岖不平，人在车里还是不断

地摇晃起伏。

“想走这条路，还需人手一把工兵铲，遇

坑添坑，遇坎削坎。”张英杰笑着说。话音刚

落，“专车”就被挡住了去路。由于地处原始

森林，时常有枯枝断木掉落。这次拦路的正

是一根碗口粗的树干。

张英杰与司机下了车，小心翼翼地将树

木移开。他们说，这些树木都是保护树种，不

能随意破坏。

好在盛夏时节，山区绿意盎然，空气沁人

心脾，再有张英杰一路讲述泉阳电站的“前世

今生”，这一路的颠簸倒被记者忽略了几分。

峰回路转，42公里路程的尽头，一座嵌

在山体里的电站伫立眼前，正门墙体通红，

“泉阳电站”四个镏金大字悬在高处。

正门墙体的红色有些许斑驳，沉淀出历

史的厚重感，不禁让记者马上将其与张英杰

一路上的讲述勾连起来。

泉阳电站于1968年开工建设。当年，张

英杰的父亲作为第一代入驻电站的水电人，

与工友们一起走进深山，仅仅依靠肩扛斧凿，

历时4年，硬生生在这峭壁上凿出一个山洞。

“1972年的春天，三台水轮发电机落户

山洞，泉阳电站并网发电，长白山腹地在那一

刻被‘点亮’了。”张英杰告诉记者，每次父亲

跟他提起那个春天，都会眼含热泪，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老父亲曾对张英杰说：发出第一度电时，

他觉得这辈子值了。而伴随着第一度电发

出，张英杰的父亲就扎根在这个山洞内，与工

友们一起春防融雪落石、夏抗酷暑洪涝、秋除

枯枝倒树、冬战严寒冰雪，一干就是26年。

“当年的工作环境比不了现在，山洞在夏

天里就像火炉一样。”张英杰告诉记者，那时

候电站内没有空调风扇，水轮发电机产生的

热量聚在山洞内，洞内平均气温达到40摄氏

度以上，巡检一圈下来，汗如雨注。高温只是

水电人面临的第一道“烤验”。由于洞内空间

有限，无法摆放床铺，值宿人员只能靠在椅子

上，伴着轰鸣的机器声，打一会儿盹，尽管疲

惫，但人人都紧绷安全弦。

“包括父亲在内，每天都要手写《工作

票》，而且每项内容都需要详细记录。”张英杰

说，为了保障电站安全平稳运行，电站第一批

职工每天要详细记录生产任务、检修内容、工

作负责人等。记者看到，一本本发黄的《工作

票》，字迹工整、记录规范，历经时间洗礼，默

默讲述着一代水电人的敬业和执着。

如今，两鬓斑白的张英杰也在电站干了

26年，他说：“父亲在这里坚守了一辈子，我

也做到了，我也觉得值。”

父子的传承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

转。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泉阳电站连续

发电52年，累计发电超41000万千瓦时。近

年来，电站还创造了发电量逐年递增的佳绩，

年均发电量超过900万千瓦时。

走进泉阳电站的中控室，只见工作人员

各司其职，他们时刻关注着监控大屏上的实

时数据，一丝不苟地监控着水轮机组的运行

状况。

“现在正值丰水期，要发挥每一滴水的价

值，最大限度提高发电量。”潘为超紧盯着电

子屏上的滚动数据告诉记者，水库蓄水量决

定着发电量，他要根据当日水情，算出最佳库

容量，力争实现最大发电量。“今年水流量好，

电站发电量又创了新高，目前已突破400万

千瓦时。”潘为超笑着说。

潘为超是泉阳电站年龄最大的职工，今

年59岁。“站里的职工年龄偏大，年龄最小的

也49岁了，但登高爬杆，巡检维护，大家可不

含糊。”潘为超说。

208级巡护台阶，112万立方米水库库

容，208.5万平方米流域面积……对于巡检

路上的每一层台阶，每一个数据，潘为超都熟

记于心，印在脑海。

由于地处长白山最深处，电站的冬天来

得格外早，每年10月初，长白山就开始飘雪，

大雪封山，道路受阻，交通工具开始“罢工”，

电站日常巡检巡护全凭两条腿。白皑皑的峭

壁上，208层陡峭的巡护台阶早已被积雪覆

盖。巡检员们就改走为爬，凭着经验，手脚并

用，一趟巡检下来要40多分钟，他们个个白

胡子、白眉毛，厚厚的棉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衣服外面甚至结了冰碴。而这样的巡护，每

天一次，从未间断过。

下午3点，在不足3平方米的小休息室

里，这些看似粗犷的汉子们开始低头认真整

理笔记。记者看到，笔记本中密密麻麻记录

着一组组数字，见证着水电人的认真和严谨。

潘为超则在旁边反复地跟大家核实数

据、讲解难点……他悄悄告诉记者：“明年2

月我就要退休了，得结合实际工作给大家多

传授一些经验。”说这话时，记者看到他的眼

神中透露出不舍与留恋……

深 山 里 的 电 站
本报记者 聂芳芳

位于东丰县大兴镇的六禾

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不断做

足产业振兴好文章，着力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对附近农

户家进行特色民宿改造的同

时，还建有果蔬大棚99栋，鹿

舍93栋，附近的村民不用外出

就能打工赚钱。

图为村民正在果蔬大棚采

摘西红柿。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本报8月3日讯（记者赵蓓蓓 庞智源）今天上午，首届辽

源消夏季盛大启幕，同一时间，辽源那兔乐园和动植物园也在

市民和广大游客的热切期盼中建成对外开放，为辽源再添文

旅新地标。

上午9点，记者在那兔乐园门前就看到了不少排队等候

的游客，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准备“尝鲜”体验游乐项目。

那兔乐园究竟长啥样？跟随记者的镜头，带你沉浸式畅

享辽源文旅新地标！

刚进入园区，梦幻与活力交织的氛围感瞬间被拉满：色彩

斑斓的滑道犹如一道道彩虹，体验者在“彩虹”间呼啸而下，耳

边不时响起呼喊声；夏日梦幻冲浪、童趣水池区域，迎着泛起

的阵阵水浪，孩子们你追我赶，尽享快乐；“矿山速运”游乐体

验整个过程刺激又过瘾，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不断……

据了解，辽源那兔乐园是亲子主题实景乐园，位于辽源市

西安区泰安大路与安北大街交会处，总占地面积9.6公顷，总

投资2.45亿元，融合采矿文化元素，涵盖主题游乐、戏水、餐

饮、演艺、萌宠、露营六大功能，包括矿野拓展塔、造浪池、超绝

营地、绳网乐园等30多个游乐项目，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二

期项目将续建主题度假酒店，并配备研学教室、室内游乐等设

施，旨在打造一个集娱乐、教育、休闲、度假于一体，充满欢乐

和智慧的综合性亲子主题乐园，让广大游客尽享一站式沉浸

畅游体验，致力打造辽源文旅新名片。

“咱辽源的文旅游玩项目越来越上档次了，家门口就能体

验到这么多好玩的娱乐项目，真的既高兴又自豪，希望家乡越

来越好。”辽源市民一边与家人视频，一边兴奋地向记者分享

自己的游玩感受。

近年来，辽源依托独特的文化历史和资源禀赋，加快推动

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辽源坚持以文塑城、

以体活城、以旅兴城，倾力打造了悦动辽源欢乐荟、天陆山滑

雪场、超级ONE篮球主题公园等一批独具特色的文体旅项目，

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辽源文旅“火爆出圈”，市民热

情愈发高涨，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百姓幸福感与满

意度显著提升。

辽源那兔乐园建成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7月30日，舒兰市人武部在上

营森林经营局举行以“学英烈事迹、擎英烈旗帜、做英烈传人”

为主题的“周昆训民兵连”授旗仪式。

授旗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吉林军分区相关负

责同志郑重地为“周昆训民兵连”授旗，全体民兵进行了宣誓。

周昆训，生前是舒兰市人武部政治委员。2023年8月4

日凌晨，在舒兰市执行抗洪抢险任务中壮烈牺牲，年仅46

岁。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党委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新时

代最美国动人”称号，追记一等功。吉林省军区党委批准周昆

训同志为革命烈士，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奋斗是最深的告慰。接过旗帜就接

过了使命和信任，扛起旗帜就扛起了责任和担当。”吉林军分

区政治委员王占奎说，为“周昆训民兵连”授旗，就是希望广大

民兵学习周昆训同志“吾将吾身献吾党”的忠诚品格，在奋进

百年建军目标征程中，沿着周昆训烈士的足迹，再立新功，再

创佳绩，让英雄旗帜永远飘扬在吉林大地。

“周昆训民兵连”授旗仪式在舒兰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盛夏时节，镇赉县建平乡露地种

植的甜瓜迎来大丰收。在翠绿的瓜田里，藤蔓缠绕间，颗颗圆

润饱满的甜瓜散发着诱人的香甜气息。

近日，甜瓜交易集市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们正忙

碌着将一筐筐包装精美的甜瓜搬上货车。据货车司机介绍，

这段时间他的运输任务几乎被甜瓜占据，每天满载着甜蜜的

果实奔向不同的城市。

“我们的甜瓜甜而不腻，香气扑鼻，深受市场欢迎。嫁接

技术的成功应用解决了重茬减产的历史难题，为我们甜瓜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镇赉县甜瓜产业协会负责人常

忠海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我已经在这里收购甜瓜半个月了，每天都能收到四五万

斤的订单。价格也非常可观，最高时能卖到4元钱一斤。我

计划再收购半个月，今年的收入会非常不错。”平保村的甜瓜

产业经纪人张宝江高兴地说。随着露地甜瓜的陆续成熟，建

平乡的甜瓜种植户将迎来近一个月的采收季。

近年来，镇赉县积极探索“甜瓜产业协会+科技示范户+种

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引进新技术、培育新品种、加强品牌宣

传和市场拓展等一系列举措，全力打造“镇赉甜瓜”这一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如今，“镇赉甜瓜”远销全国多个城市，成

为镇赉县的一张亮丽名片。

镇赉县露地甜瓜喜迎丰收

本报讯（记者王雨）为推进延龙图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吸引更多上市企业到延龙图

新区投资兴业，8月1日，“以美之名 向美而行”——上市公司

吉林调研行之走进延龙图新区活动在龙井市拉开帷幕。20

余名来自省内外上市公司代表及行业专家参加活动，共同为

延龙图新区的发展建言献策。

据了解，延龙图新区作为延边州唯一将医美、康养、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区”，按照医疗引领、制造支撑、三产融

合的发展定位，构建了“1+3+X”的总体发展格局，着力打造集

医疗、康养、旅游、文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医美产业集聚地。

活动中，延龙图新区管委会主任金峰向与会嘉宾详细介

绍了延龙图新区的发展规划和延吉国际医美小镇的优势；延

龙图新区相关负责人与上市公司代表就医美、文旅产业的合

作模式、转型升级、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探讨；延龙图新

区管委会分别与汇美国际医疗集团（中国）、长春市飞翔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

当日，与会人员还实地考察了位于延吉市河龙村的延

吉国际医美小镇，详细了解小镇的总体规划、项目进展及未

来愿景。

“通过这次活动，搭建了延龙图新区与企业合作交流的平

台和桥梁，为延吉国际医美小镇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和坚强保障。”延龙图新区商务局局长杨旭告诉记者，今后

延龙图新区将持续依托自身优势，积极引进优质企业和项目，

推动医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以美之名 向美而行
上市公司走进延龙图新区共话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