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引导广大群众践行文明、节俭的生活风

尚，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通化市不断深

化文明餐桌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文明消费新环境，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通化市商务局联合通化市餐饮美食协

会、通化市饮食文化研究会积极开展“制止餐

饮浪费 厉行勤俭节约”主题实践活动，向全

市餐饮单位印发“文明餐桌、有你有我”倡议

书，呼吁各餐饮单位引导消费者科学点餐、健

康用餐、文明用餐。餐饮经营者纷纷响应，推

出设立打包提示牌、温馨提醒服务，以及免费

使用打包盒和打包袋等便民设施，积极鼓励

市民将餐食打包。同时，倡导就餐节约机制，

鼓励消费者适量点餐。

“请适度点餐，不够可以再点，杜绝浪

费。”在通化拉图摩根酒店餐厅内，顾客正在

服务员的引导下文明有序用餐。记者看到，

餐厅醒目位置张贴着反对食品浪费宣传标

识、海报，餐桌上也摆放着提示牌。

通化拉图摩根酒店餐饮主管陈晓伟介

绍，酒店积极倡导节约用餐，避免铺张浪费，

坚持帮顾客科学点餐。“服务员会为顾客推荐

‘N-1’的点餐方式，比如六个人来店用餐，我

们会推荐客人点四菜一汤。我们还推出了一

人餐、小份餐，可以搭配点餐，满足多种用餐

需求。顾客用餐之后，我们也会及时提醒可

以打包带走，避免浪费。”

随着文明餐桌新风吹进千家万户，市民

在就餐时也越来越注重理性消费，节约意识

不断增强。一系列文明餐桌有效举措不仅杜

绝了餐桌上的浪费行为，也引导消费者养成

“光盘行动”、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现在出去

吃饭，几乎在每个饭店、每张桌上都能看到文

明餐桌的标识。服务员也主动提醒适量点

餐，避免舌尖上的浪费，我觉得这样做挺好

的。”正在用餐的市民刘淑芳说。

“我特别认同餐后打包，这是一个勤俭节约

的好习惯，应该提倡。”市民李勇斌表示，自己和

亲朋好友每次吃完饭都会主动打包，避免浪费。

为了让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融入市民的

生活中，通化市相关部门和志愿者协会共同

开展一系列“光盘行动、节约粮食”主题宣传

活动，宣传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

时，向广大市民发出简办婚丧嫁娶等活动的

倡议，反对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引导市民树

立文明节俭消费理念。

通化市商务局机关直属党委办公室工作

人员赫阳表示，“我们将持续做好相关工作，

积极组织餐饮协会做好餐饮企业的宣传引

导，做好消费提示，提升消费者节约意识，杜

绝宴席中的浪费行为，共同营造文明和谐、节

约绿色的餐饮消费环境。”

通化市：

崇尚节俭美德 倡导文明用餐
本报记者 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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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新风尚 文明吉林人

坚守初心使命 担当时代重任

本报讯（记者王学新）为给吉林冰雪旅游季营造浓厚文化

氛围，推进吉林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由吉林艺术学院美

术学院具体实施的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资助传播交流推

广类巡展项目“粉雪奇缘-冰雪题材美术与摄影作品巡展”，11

月8日至22日在吉林省美术馆举办。

本次展览汇集了吉林和新疆两地的146件（套）绘画与摄

影作品，包括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和

美术创作项目成果，以及新疆阿勒泰地区12位艺术家的60余

件作品。巡展共设长春、乌鲁木齐、阿勒泰市和布尔津县禾木

村四站，集中展现吉林、新疆两地的文化特色和自然风光，有

力推动两地艺术家交流互鉴。

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刘国志表示：“同

样是北纬43度，同样是粉雪资源大省，吉林、新疆有着奇妙

的冰雪之缘，我们希望借吉林援疆这个平台，借国家艺术基

金资助这样一个渠道，以‘粉雪奇缘-冰雪题材美术与摄影

作品巡展’活动为媒，推动两地合作发展，壮大冰雪文化、冰

雪产业。”

本次项目以粉雪为灵感，通过艺术的力量跨越地理上的

距离，在精神层面上搭建了沟通的桥梁，让不同地域的人们能

够共享文化之美，感受心灵的共鸣。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青年教师么红岩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对长白山文

化、冰雪文化的特殊情感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特殊情感会帮

助我们在冰雪主题创作中赋予作品独特的生命力。我也非常

希望借助此次机会和新疆画家交流学习，丰富自己的艺术情

感表达。”

“粉雪奇缘-冰雪题材美术与摄影作品巡展”在长举办

本报11月 9日讯（记者张政 姚思琦）
今天上午，由省体育局、四平市政府主办，

四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的吉

林省第二届社区运动会在四平市体育馆

开幕。

共有来自全省11个地区、450名运动员

参加四大类11项比赛。比赛既有篮球、足

球和气排球等球类项目，也有健康益智的棋

类运动及新颖独特的趣味类运动等。与第

一届比赛不同的是项目设置的调整，增设了

旱地龙舟项目，为社区运动会注入了文化内

涵。运动员们纷纷表示，参加比赛的目的不

只是取得成绩，更重要的是参与体育运动、

拥有强健体魄。

开幕式后，进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

体活动展示，省级非遗项目螳螂拳，满族

健身项目花棍舞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

观众带来了浓重的感官体验。比赛期间

还举行了地方特色商品展示活动。

本次比赛还首次采用线上平台直播，让

全省健身爱好者可以通过手机在线实时观

看赛事盛况，进一步引导社区居民树立健康

文明的生活理念，丰富广大居民群众的文体

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进一

步推进文体商旅深度融合，通过赛事拉动地

方各项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体育强省建

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民健身 你我同行

吉林省第二届社区运动会在四平市举行

近日，前郭农垦深农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2.4万亩大

豆喜获丰收。据测算，每公顷大豆产量可达3000公斤。

大豆丰产丰收的背后，离不开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科学的管

理方法。为提升大豆在干旱、土壤贫瘠区域的产量，该公司邀

请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全程跟进指导大豆种植，采用

增施有机肥改良盐碱地、大豆留茬免耕精量播种以及大豆水肥

一体化浅埋滴灌技术等措施，并实现了大豆种植的全程机械

化。

作为国家确定的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前郭农垦

深农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取得的成绩，是前郭县不断推进大

豆产量提升的一个范本。近两年来，前郭县不断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大力推广大豆优良品种，着力构建高产量、高品质、高

效益、低成本的“三高一低”大豆种植模式。今年大豆种植面

积达30.7万亩，较 2023年增长 13.38%。预计总产量可达

1.06亿斤。目前，大豆全部收获完毕。

为深耕大豆种植，前郭县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通过引进先进农机、保护良田、应用农业新技术、培育优

良品种等措施，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抢抓农时，动员组织种植

大户和广大农户积极开展大豆种植工作。今年5月，全国大

豆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推进会在前郭县举办，会上推广了“水

肥一体化”、垄上四行精量播种等高产技术以及高油高产大豆

品种、种子包衣等先进技术。来自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

全国农技中心、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的专家教授，详细讲解了科

学高效的大豆种植田间管理技术，为种植户提供了宝贵的建

议和指导。

在政策的支持和先进技术的引领下，前郭县大豆产业蓬

勃发展，种植户不仅享受到了丰收的喜悦，更看到了大豆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一粒粒金灿灿的豆子颗粒归仓，不

仅守牢了粮食安全的“生命线”，也为前郭县农业经济的持续

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前郭：

“金豆子”种出新希望
本报记者 王欣欣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11月8日，在第33个全国消防

日到来之际，白城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公益长跑暨消防宣传

月活动启动，消防救援人员与广大健身爱好者携手，推动“全

民消防，生命至上”这一主题深入人心，增强广大市民的消防

安全意识。

上午9时，100余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白城鹤鸣湖公园。“比赛

开始。”一声令下，参赛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出，沿着环湖路线奋

勇争先。近年来，白城市各类跑步组织、社团发展日益壮大，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各“跑团”活动中。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市民朋友们对

消防安全的关注，还能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融入消防知识，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消防安全的传播者和践行者。”白城市消

防救援支队综合指导科副科长曹继川说。

“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积极配合消防救援部门的工作，也希

望能够通过更多这样的公益活动，向广大市民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自吉林省民航

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白城机场分公司的夏桂鑫说。

接下来，白城市消防救援支队还将走进学校、社区、企业

等，通过消防安全知识讲座、逃生演练等形式，让消防安全知

识更加贴近群众、深入人心。

白城市消防公益长跑暨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近日，吉林粮食品牌暨舒兰大

米进社区系列活动在北京市海淀区石油共生大院举行。

此次活动由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省粮食行业协会、

舒兰市政府、中国国家品牌网协办。

15家舒兰米企齐聚一堂，精心设置竞技套圈、趣味投壶

和“翻滚吧易拉罐”等小游戏，以“赛米会”的形式展开激烈比

拼。近1000名社区居民踊跃参与，大家纷纷品尝大米并投票

评选。经过激烈角逐，亲农耕种植家庭农场、非我莫黍生态农

业、学明家庭农场获得社区赛米会人气评选前三名。

“这大米真香，吃一口就让人忘不了！”北京市民张雪赞不

绝口，“舒兰大米的口感与众不同，这次活动真是让我大饱口

福。”本次活动共准备了1400余份精品米砖作为奖品，通过接

地气的活动形式把“舒兰大米”端上京城百姓的餐桌，为吉林

粮食品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舒 兰 大 米 ”走 进 京 城 社 区
社区居民亲切地称她为“小巷总理”，亲

人们说她是永不停歇的陀螺。她不仅赢得了

多项荣誉，更赢得了百姓的口碑。她是一名

普通的居委会主任，她叫谭竹青。

1931年 5月，谭竹青出生于吉林长春，

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春市二

道区东站街道十委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

任。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全国优秀居委会主任”等170多项

荣誉，还在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长春电影制片厂根

据她的事迹拍摄了电影《小巷总理》。

改革开放初期，东站十委的经济非常困

难。谭竹青接手社区时更是面临八大难：子女

入托难、买早饭难、出门行路难、看病就医难、

维修房屋难、理发难、孤寡老人生活难、待业青

年安置难。居委会穷得叮当响，谭竹青有心为

居民改善环境，却怎一个“难”字了得。只有小

学文化的谭竹青悟出了一个硬道理：唯有发展

十委的经济，才能真正为居民办实事。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谭竹青拿

出了家里仅有的450元钱，在她的带领下，其

他工作人员也拿出了家里的多年积蓄。谭竹

青领着居委会干部和社区内待业青年推着手

推车到伊通河挖沙子，光着脚脱土坯，走街串

巷捡碎砖头，看到工地上拆房就要些旧门窗

木料，只为节省一些买建材的钱。1981年

初，一间十多平米的铺面盖起来了，谭竹青给

这个铺面起了个名字叫“如意小吃部”，不仅

解决了居民买早餐的困难，还解决了社区待

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后来，谭竹青又带领大家办起了麻花作

坊、鞋厂、皮革厂、服装厂，盖起了幼儿园和

敬老院，建立了长春市第一个由社区居委会

牵头兴建管理的 3500 平方米室内综合市

场。为了让十委居民住上楼房，她不断奔走

呼吁，数次找到有关部门，反映居民住房难

的情况，经过努力，十委终于成为长春市第

一批为低收入群众建设安居工程试点项目

单位，接着她又到处寻找开发商，详细介绍

棚户区改造相关的政府优惠政策和资金补

助情况，打消了开发商的疑虑。搬迁工作进

行的时候，她连续一个月都没有休息，带领

着一班人挨家挨户动员搬迁，帮助群众解决

了一时借不到、租不起周转房等各种各样的

困难，仅仅42天后，300多户居民全部搬迁

完毕。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十委先后分四

批共改造棚户区16万平方米，4000多户居

民圆了住楼梦。

“有难处，找谭姨”，在十委社区，这是最

通行的一句话。幼有所托、老有所养、孤残有

人帮、贫困有人济、下岗职工有人管，谭竹青

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百姓解难，把党的温暖送

到每个人的心坎儿里，用近半个世纪的行动

谱写了勤勉为民的感人篇章。

在保持党性、修身律己方面，谭竹青严格恪

守共产党人的本色，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她一

生清廉，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社区和百

姓。她带领大家在东站十委兴办了十几家企

业，固定资产200多万元，然而她的工资却十分

微薄，1995年时她每个月的收入只有300元。

她总是拒绝涨工资，说给老百姓办事是应该的，

不应该搞特殊化。她曾经有好几次提干的机

会，然而每次选择的时候，她都主动放弃，只因

为心里放不下东站十委的老百姓。

从满头青丝到白发苍苍，在谭竹青的生

命交响中，充满了服务百姓的和弦，无愧于

“小巷总理”的称谓。2011年，为更好地传承

“竹青精神”，更接地气地服务社区居民，社区

党委成立了“竹青志愿者联盟”，这些志愿者

用爱温暖了无数个小家，也温暖了这座城市，

并将“竹青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小巷总理”谭竹青：

扎 根 社 区 一 心 为 民
本报记者 李抑嫱

坐在自家小院里，梨树县十家堡镇的张

大哥露出久违的笑容；姐姐站在他身旁，脸上

也泛起微笑……两张笑脸定格在夕阳之下，

略显老旧的小院弥漫着暖暖的亲情。

“谢谢法官，让我们姐弟俩重归于好。以

后的日子，我没有后顾之忧了……”让张大哥

如释重负的原因，正是缘于一次成功的“法

院+”联动解纷调解。

不久前，身体残疾的张大哥坐着轮椅急

匆匆来到梨树县人民法院郭家店人民法庭，

焦急地向法官寻求帮助。通过张大哥的描

述，法官弄清了事情的原委。这是一起因遗

产继承引起的纠纷。张大哥的父亲生前留下

遗嘱，房子归张大哥的姐姐所有，但前提是姐

姐需要照顾弟弟的日常生活起居，直到其去

世。然而父亲去世后，姐弟俩却因为这份遗

嘱产生了嫌隙。

“通过我们前期走访和初步调解，发现姐弟

俩之间主要是因沟通不畅和性格原因造成了误

解，‘症结’在于弟弟担心自己以后的生活得不

到保障。”梨树县人民法院郭家店人民法庭副庭

长、“金玉米调解工作室”负责人王鹤说。

案件“症结”找到，就需要“对症下药”。

由于张大哥不便于来回奔波，法官便将“巡回

法庭”开到了村民委员会。

一个条幅、三张桌子，简简单单的调解现

场，办案法官从法理和情理两方面向姐弟俩

讲解了遗嘱效力和遗产继承相关内容。法庭

调解员、乡镇司法所、民政部门、村干部等相

关人员也从姐弟双方利益以及姐弟情深的伦

理角度做两人的思想工作。随着调解的深

入，姐弟俩逐渐卸下心理包袱，最终达成协

议：姐姐承诺照顾张大哥并承担他以后生活

所需、医疗护理等费用，张大哥合法享有的财

产在张大哥去世后再由姐姐继承。

看似是一件“小案”，其实关乎着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而这仅仅是“金玉米调解工作室”

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省深入开展诉源

治理、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生动注脚。

“我们始终坚持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

理好每一件案件，以更高标准为群众提供高

质量司法服务”。整理好材料，法官王鹤又准

备出发了。

一 次 调 解 ，换 来 两 张 笑 脸
本报记者 赵乃政 粘青 赵梦卓

为顺应产业数字化发展浪
潮，我省积极推动制造业企业
进行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进一步降本增效，实现高质
量发展。图为长春富晟博纳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外饰件智
能工厂。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