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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日 我 在 岗

“打卡”网红餐厅，家人朋友聚餐，旅游路

上“逛吃”……国庆假日期间，省内餐饮市场持

续火热，人们享受着假日吉林的美好“食”光。

“四个菜，才50块！”10月5日，长春市西

朝阳路一家“网红”饭店门前，来自哈尔滨的

游客朱新宇和朋友排队1小时后，终于吃到

了心心念念的吉林味道。浓油赤酱的板栗

肉、软烂滑嫩的牛窝骨、风味十足的鹅肝

肠……份量大、滋味足，好吃不贵的这一餐，

成为朱新宇一行人长春行的美好回忆之一。

国庆假日餐饮消费风口，我省各地餐饮

企业做足了准备，纷纷推出了满减、打折、赠

券、送菜等优惠活动。

假期的延吉街头游人如织，餐馆人头攒

动。面对外地游客，本地餐饮企业的热情和

诚意体现在行动上。

延吉市韩城餐饮有限公司经理姜金花告

诉记者，为了迎接外地游客，企业在国庆假期

举办了促销优惠活动，提供9折优惠的基础

上，还为食客提供免费的朝鲜族小吃，力求让

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吃得舒心、满意。

以“食”为媒，各地展示物产、推广产品。

国庆假期也成为各地打造特色名片的契机。

福源馆、新兴园、八珍王……10月1日，“与

大东山水，共享幸福生活”吉林市便民生活节启

动仪式在吉林市河南街举行。现场，15家当地

老字号企业集中带来众多饮食产品，各类老字

号食品收获了往来游客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共 度 假 日 好“ 食 ”光
——国庆假期省内餐饮市场见闻

本报记者 陶连飞

国庆黄金周，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春化边

境检查站举办了一次特殊的警营聚会，民警

家属受邀前来，与坚守在岗位上的民警共度

佳节。为了迎接这些特殊的“客人”，大家早

早就开始做准备，民警吴迪一边收拾着接待

室一边和妻子视频通话。“快看，这是我们的

接待室，像不像样？咱们一家三口这次要在

警营过一个特殊的国庆节！”

在妈妈的陪伴下，几位小朋友来到了爸爸

工作的地方。走进检查站，他们好奇地四处张

望着。“爸爸，你们的被子比我们幼儿园的还整

齐呀！”“爸爸我要用你们单位的大电视看动画

片！”“这是什么装备呀？看起来好酷……”

“爸爸我可以和你一起巡逻吗？”随着了

解的不断深入，孩子们被移民管理警察这份

神圣而又荣耀的工作深深吸引着，说出了自

己的小小心愿。穿上装备后，小朋友们不禁

感慨道：“这些装备好重啊！”

坐在警车里沿着边境线巡逻，警娃们时

而摆弄一下身上的肩灯，时而欣赏沿途的风

景，看到电线杆上的乌鸦他们会尖叫，看见

路边的小狗他们会开心地打招呼，那份纯真

和快乐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爸

爸总说的边境线，边境线很长，爸爸要保护

的人也很多，这就是他时常接不到我们视频

电话的原因，他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警嫂耐心地向孩子们解释着。

几天的时间里，春化边境检查站总是洋溢

着欢声笑语，孩子们轻快的步伐和暖心的笑容

为这里注入了活力，珍贵的亲子时光也为执勤

民警注入了工作的动力。“这几天孩子们玩得

很开心，我觉得警营就像一个大家庭，和谐温

馨，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这颗时常牵挂

的心也释然了。”一位警嫂说，这次特殊的警营

聚会为家属们留下了一个难忘而温馨的国庆

记忆，也让大家对移民管理警察这份工作有了

更全面的理解。“希望孩子也能传承这份责任

与使命，未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警 营 里 的 别 样 团 圆
王叶琦 吴迪 本报记者 于悦

国庆假期，伪满皇宫博物
院通过延长开馆时间，增加讲
解场次等举措，进一步优化广
大游客的参观体验，丰富市民
文化生活。图为游客在东北沦
陷史陈列馆参观。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马璐）长影联合出品的影片《浴火

之路》在国庆档表现不俗，还打破了中国影史国庆档犯罪片首

映日票房和过去5年国庆档犯罪片首映日票房这两项影视纪

录。截至记者发稿，《浴火之路》已斩获3.3亿元票房。

今天，电影《浴火之路》导演五百携手主演刘烨亮相长影电

影院，与春城影迷观众近距离互动，分享拍摄过程中的点滴。

五百和刘烨都是长春人，刘烨更是从小在长影大院里长大的，

两人此次“回家见老乡”也显得格外开心和激动。

影片讲述了崔大路（肖央 饰）、李红樱（赵丽颖 饰）、赵子

山（刘烨 饰），三位丢了孩子的父母因一桩交易而彼此牵连，

他们怀揣恨意、各有所图，组局踏上寻子复仇之路，在蛮荒之

地与一众人贩子上演凶险反杀。影片视觉节奏高燃，自上映

以来广受观众好评与热议。

活动现场，导演五百表示：“整个主创团队都是为人父母之

人，所以在情感表达方面不必多说，大家都把握得非常到位。

我们试图通过爽感十足的处理方式，来微微消解一些苦难的感

受，带给观众和那些正处在艰难中的人们以希望！”

片中，刘烨饰演的前警校教官赵子山举手投足凶狠凌厉，

眼神刺骨直击人心，几处动作戏也干脆利落。虽然展露了前所

未有的“野兽”之势，但狠厉间仍难掩善良本性。他的表演也得

到了广大影迷的认可和赞许，“就连刘烨的眼睫毛里都是戏！

每次看他出手，我心里就一个字：爽！”长春影迷李燃说。

刘烨再次回到家乡，直呼亲切感爆棚，并真诚分享拍摄心

得。他说，平时拍戏会想一些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但在拍摄这

部影片时，一点都不敢代入自己，只能用自己能想象到的最大

恨意，去诠释角色。

最后，导演五百表达了对这次影片与长影合作的欣喜感慨

之情。刘烨也表示期待自己能随时“回家”拍戏：“又能回家，又

能工作，又能品尝美食，一举多得！”

长影联合出品影片《浴火之路》国庆档表现不俗
导演五百携手主演刘烨与春城观众见面

“这是我小儿子当兵入伍时的照片，这孩

子打小就失去了亲生爸妈，在我身边长大，知

道体贴人、特别懂事。”丁淑青是长春市九台

区兴隆街道龙凤村村民，20年来，她凭一己

之力将已故亲戚的孩子抚养长大，用无私的

母爱为孤儿撑起了一片天，丁淑青的善举在

龙凤村被传为佳话。

2004年，丁淑青已故小叔子的儿子刘

焕，被丢弃在九台区龙家堡火车站，幸好一位

大娘将哭成泪人的孩子送到派出所，因一直

没有家长认领，又被转送到救助管理站。在

当地民警帮助下，救助站了解到孩子的父亲

已经去世，母亲下落不明。出于无奈，民警找

到孩子的三大爷和三大妈（丁淑青夫妇），想

让他们抚养孩子长大。看着泪眼婆娑的刘

焕，丁淑青毅然选择接纳他，给他一个温暖的

家。夫妇二人身体不好，家庭环境也很困难，

但丁淑青没有因此亏待刘焕，她始终一心一

意照顾小家伙，将他视如己出、悉心教导。一

家人过得虽然不富裕，但却幸福快乐。

2005年，丁淑青的丈夫因肝癌去世，留

下了8万元债务。有人看到丁淑青的现状，

劝她放弃抚养这个孩子，将孩子送到救助

站。本身就患有心脏病、严重的静脉曲张、腰

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的丁淑青，却不愿放弃这

个孩子，决定继续抚养下去。她独自一人领

着自己15岁的儿子和4岁的刘焕艰难地生

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

转眼，刘焕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丁淑青便

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九台城区求学。为了维持

生计，每天早上五点半，丁淑青给刘焕做完早

饭后，就要马上来到学校的食堂上班，洗菜、

切菜、端菜，每天还要反复搬运重达四五十斤

的货物，这样的辛苦付出，丁淑青一直坚持到

刘焕从小学读到高中。

作为一位母亲，虽然维持生计艰辛又忙

碌，但丁淑青坚持以身作则，履行家庭责任，

努力教育两个孩子。平日里，她经常给孩子

们讲先烈事迹、传统美德故事，教导他们做人

的道理。在丁淑青的呵护与教导下，刘焕格

外懂事，从小到大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从不

让“母亲”操心。

2021年，在刘焕读大学期间，丁淑青因

为腰肌劳损过于严重进行了手术，术后恢复

期间，担心影响刘焕的学业，她让亲属接自己

回到乡下的房屋养病。近年来，丁淑青的身

体状况远不如从前，但她依旧选择在背后默

默付出，支持着孩子们做的每一个决定。

2023年，刘焕选择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

人民子弟兵，实现报效祖国的梦想。

“从选择抚养刘焕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想

过扔下他。”丁淑青说，这些年虽然清苦，但日

子越来越有奔头。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也

会为她撑起一片爱的天空。20年来，丁淑青

用自己的吃苦耐劳、乐观坚强谱写了一曲爱

亲抚幼的动人赞歌。她也因此被评为“九台

好人”“长春好人”“吉林好人”“第五届长春市

道德模范”等称号。近日入选2024年第三季

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丁淑青：

无私“母爱”为孤儿撑起一片天
本报记者 吴茗

10月5日清晨，伴随着起床哨的声音，

白城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开发区富裕路消

防救援站刚结束新入职培训的消防员们，跟

随老队员们开始了一天的紧张训练。

班长王梓名介绍，今天新队员训练的重

点将围绕灭火救援专业技能开展。“我们正

在抓紧训练，争取尽快和老队员们一同参加

各项应急救援执勤任务。”新消防员董旭，是

一名曾在武警部队服役的退役士兵，退役后

他毅然选择加入消防救援队伍。

与此同时，在工业园区大队上海街特勤

站，经验丰富的老消防员王忠华也在忙碌

着。他一大早便和队友们驾驶消防车前往

执勤区域，开展前置流动执勤巡逻任务。“巡

逻期间，我们都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应对各

种突发事件的准备。”王忠华说。

“我们紧盯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饭店

等消防高风险场所和重点防控领域，采取定

点守护、流动巡逻等方式，严防发生火灾事

故，确保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正在辖区

执行巡逻任务的洮北区海明西路消防救援

站指导员韩英磊说。

国庆期间，白城市消防救援支队的9个

消防救援站车辆全部24小时在岗执勤，确

保可能出现的险情能够早发现、早处置。

为了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

国庆节，白城市消防救援支队的监督执法

人员在节日到来之前就深入商场、旅游景

点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大防火监督执法和

服务指导力度。他们采取多部门联合、加

大检查频次、错时检查与指导等方式，对

群众聚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及时督促整改，全力确保节日期间的消防

安全。

守 护 万 家 灯 火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李铭）今天，通化人参美食系列之

龙兴里杯人参鸡汤评选大赛在通化老城·龙兴里举行，44组

参赛队伍现场带来一场厨艺上的巅峰对决和人参美食文化的

精彩展示。

作为长白山人参的道地核心产区，人参一直是通化特色

产业和美食版图上璀璨的明珠。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纷纷

拿出看家本领，以通化道地人参为原料，现场烹饪各式滋补鲜

香的人参鸡汤，不仅保留了传统人参鸡汤的精髓，更在烹饪技

艺和口味上进行大胆创新，使人参鸡汤这道传统美食焕发出

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佟江宴·古法林下参鸡汤、东北鲜参老鸡汤、非物质文化

遗产长白山参鸡汤……一道道惊艳别致的人参鸡汤将创新和

技艺发挥到极致，不仅满足味蕾，更展现出独特的创意。

人参鸡汤免费品鉴区内，现场群众排队等待，品尝时亦

啧啧称赞。美味的人参鸡汤，色泽金黄，清香扑鼻。尝一

口，唇齿间荡漾着难以言喻的鲜香美味，带着清新淡雅的人

参香气，回味悠长。别具匠心的人参美食盛宴让观众耳目

一新。

“第一次来通化，很高兴赶上这次人参鸡汤大赛，没想到

人参鸡汤有这么多种做法，我拍了很多菜谱。特地买了一些

通化人参，回去打算按照大厨们的菜谱做给亲戚朋友们品

尝。”来自齐齐哈尔的游客张冬秋大饱眼福、口福。

同时，为提高广大群众对人参文化等方面的了解，活动现

场进行了人参文化讲解、观众抢答、互动等环节，讲述通化人

参悠久历史，普及人参食用方法。

经过知名厨师、美食评论家、营养专家和现场抽取的20

名大众评审组成的评审团现场打分和点评，评选出金奖“山城

御品参皇鸡汤”；银奖“吉林参功夫鸡汤”“佟江宴·古法林下参

鸡汤”；铜奖“泉水人参老鸡汤”“宫廷白凤海珍汤”“林下参老

鸡汤”“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参鸡汤”“东北鲜参老鸡汤”，以

及通化特色美食奖和最受欢迎美食奖。

舌尖盛宴 参香四溢
通化人参鸡汤评选大赛尽揽秋冬滋补鲜香

（上接第一版）

美乡村成“打卡地”

文化赋能促振兴

秋日阳光温暖明媚，记者走进延吉市小营镇五凤村，平整

干净的柏油路两旁花团锦簇、绿树成荫，环卫车辆正在进行清

扫作业。村民孙秀杰告诉记者，这个广场几年前就是一个大

水坑，随着国家投入帮扶资金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使这里的

环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新建的凉亭广场，丰富了我们群众的文化生活，到了晚

上老的、少的都来跳舞、健身，可开心了。”孙秀杰说。

近年来，当地通过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边推进垃圾治

理、污水处理等环境改善项目，一边发展旅游产业，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

“打造成旅游康养村后，一天能接待游客几百人，去年接

待游客在1万人左右。”五凤村党支部书记公维家说。

同样是绿树红花装点的村庄，和五凤村不同的是，延吉市

朝阳川镇太兴村以红色旅游吸引了众多游客。记者来到这里

时，正巧赶上几个学校正在研学的学生。

“听说太兴村有个红色小镇，到了之后，发现这里环境非

常好，空气好、绿化好，红色展馆里和抗联有关的展品让我印

象非常深刻。”来自延边大学理学院的大学生申正男对这里的

红色旅游氛围赞不绝口。

如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太兴村在

村内主题广场上，建造了一座以党旗和东北抗联军旗为造型

的大型红色主题雕塑，广场西侧一面长约60米的绘画墙清晰

展现了东北抗联时期发生在延边的重大历史事件。2018年，

延吉市朝阳川镇启动了太兴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同时利用

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

“自红色小镇建成以来，累计接待各地旅游团队以及研学

团队17万人。”太兴村驻村第一书记金景文自豪地对记者说。

今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聚力聚焦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

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

乡村治理，加快推进“干净人家”创建8000户以上，打造“百村

示范”村30个以上、“千村美丽”村130个以上，以农村环境持

续改善强力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速。

如今，沃野平畴，屋舍俨然，开窗皆景，人们向往的乡村田园

生活，在吉林乡野间随处可见。吉林将继续学好用好“千万工程”

经验，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共富共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