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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使命 担当时代重任

本报讯（苗鑫洋 记者蔡冲春 金泽文）
今年以来，白山市拓宽就业渠道、突出示范

引领、强化服务保障，多举措推动高质量就

业。截至目前，白山市城镇新增就业、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

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108%、116%、102.6%。

拓宽渠道，着力营造良好氛围。白山

市人社局动员各方力量，邀请党委、政府负

责同志分别到吉林农业大学、长白山职业

技术学院等院校开展宣传推介，吸引大学

生留白返白就业创业，有效调动就业创业

积极性。深挖就业创业潜力。全面梳理岗

位需求，动态开发涵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10余个行业领域就业岗位3000个。

梳理涉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25项政策举

措，依托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等进行全方

位宣传解读，为驻地高校毕业生留白就业

创业提供优良条件。做好线上线下宣传。

持续开展“专精小”直播带岗等活动，每周

定时开展直播。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发布信息2万余条。

示范引领，持续加强平台建设。白山

市人社局着力打造优质精品“孵化器”。先

后搭建了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实训基地、白

山人社众创空间、返乡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等多个平台，突出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就业

创业平台系列“样板间”，实现了培训实训、

孵化指导、资源对接等全链条式服务。搭

建全省首家青年“网红”示范基地，为入驻

的商家、主播提供直播间、影棚、基础设备

等硬件设施。同时结合短视频、直播电商

发展趋势组织直播带货、直播供应链、电商

运营等交流提升活动，培育孵化电商直播

人才，打造新形势下就业创业新矩阵。目

前，已入驻企业涉及服饰、农特产品、中草

药材等多种类别。针对白山地区去产能人

员、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军转（择业）干部

等人员，持续开展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培育

工程，以基地为载体建设就业帮扶车间，全

面提升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建设质量。已建

设省、市、县三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13个，

统筹推动实现全市城乡劳动者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和创业，为全市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强化服务，不断提升保障能力。白山

市人社局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充分利用

“96885吉人在线”平台，多渠道归集推送岗

位信息，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等系列招

聘会，参会企业 1203 户，提供岗位信息

5322条，全面营造良好企业就业环境。提

高就业服务能力，创建“15分钟就业服务

圈”172个，收集、发布招聘信息，提供就业

指导服务，真正实现“‘小圈’大服务、‘小

点’大作为”。用好就业创业政策，加强零

就业家庭就业援助。以公益性岗位托底安

置就业困难人员，对职业技能培训进行补

贴。发放创业担保贴息贷款1.17亿元，扶

持带动创业就业，为全市创业就业人员提

供更精准的创业就业服务。

白山多措并举推动高质量就业

近日，一场近万名师生聆听的“思政+

红色”沉浸式大思政课在吉林体育学院举

行。主讲人马继志以英雄后人的视角，用

真实的故事、详实的史料、感人的细节，深

情讲述爷爷杨靖宇的故事。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

确山县李湾村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

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抗日民族英

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

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1932年，杨靖宇受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

抗日联军，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等职，率领东北军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松

水之间。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冰天

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

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在濛江县（今吉

林省靖宇县）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小时候，母亲就经常给我们讲爷爷的

故事，告诫我们作为英雄后人，要严格要求

自己，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诚如他的名

字一样，在优良的家风熏陶下，马继志从小

就志存高远、心怀家国。

1977年，听说部队来当地招兵，马继志

奋勇当先，第一个就报了名。在部队，马继

志时刻告诉自己：作为英雄的后代，我一定

不能比别人差。作为一名通信兵，为干好

无线电报务工作，他查阅专业书籍，勤学苦

练，最终掌握了技术要领。对越自卫反击

战打响后，马继志向部队写了请战书。

1979年3月3日夜，攻打凉山的一次战斗间

隙，马继志和通信班的战友在指挥车上值

班，一部分溃散的敌人想从指挥车附近“突

围”，由于口令不对，一时枪声四起。突然，

马继志感觉腰部像火烧似的一热，用手轻

轻一摸，湿漉漉的，那是血，随后腰部传来

剧烈的疼痛。马继志知道自己中弹了，他

立即趴在壕沟里，一边隐蔽自己，一边将枪

口瞄向敌人，继续进行还击。马继志和战

友消灭了数名敌人，最终将对方击退。战

斗结束后，部队首长多次劝马继志撤离战

场，可他坚决要求留下来，直到作战任务胜

利完成。马继志也因作战英勇荣立三等

功。“爷爷的功绩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工

作的不懈动力。”马继志坚定地说。

在部队服役期间，马继志从未提过爷

爷是杨靖宇。从部队转业后，他更是从司

炉干起，一直当了30多年的货运列车司机，

直到退休。“我算是中国火车发展的见证者

之一，先后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

力机车。”马继志自豪地说。

吉林是一片红色热土，也是杨靖宇将

军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退休后，马继志

来到长春定居生活。“我爷爷当年为了这块

土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宁死不降。爷

爷的尸骨埋葬在这里，吉林就是与我有骨

血关系的地方。在这里，我能更近距离地

感受爷爷的精神。”马继志称，虽然自己很

难像爷爷那样做出名扬青史的事情，但一

定不断提升自己，尽绵薄之力为社会多作

贡献。

定居长春后，马继志选择做一名红色

基因传承者，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红色故事，

追寻红色足迹。

被省委党史研究室聘为吉林省红色故

事宣讲员，被长春市高新区双德街道聘请

为红色物业联盟党支部书记、保利社区名

誉书记，被吉林体育学院等省内几所大学

聘请为客座教授，为师生们宣讲红色革命

故事……马继志的“头衔”变多了，行程安

排也总是满满的。通化是杨靖宇将军的英

灵安息地，杨靖宇烈士陵园就坐落在浑江

东岸的靖宇山上。去年夏天，仅仅一个月，

马继志就在通化和长春之间多次往返。他

还奔赴省内外各地，深入机关单位、大中小

学、商会、厂矿企业等，讲述杨靖宇将军的

故事，讲述良好家风，仅大型的报告会就有

十五六场。每一次，马继志在台上讲着讲

着就落泪了，听众在台下也是泣不成声。

在他声情并茂的讲述中，一段段红色历史

故事变得更加鲜活生动，更具有感召力、影

响力。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65岁的马继志

简单收拾行装，奔赴吉林市参加活动。在

马继志看来，作为英雄的后代，讲好英雄故

事、赓续红色血脉，是使命，更是担当。“我

会拿出更多精力，讲好爷爷的故事，弘扬好

抗联精神，把红色基因不断传承下去。”马

继志说。

把红色基因不断传承下去
——记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之孙马继志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11月9日，

吉林市冰雪试验区北大湖滑雪度假区试滑

活动正式开启,迎来新雪季的“首滑”。

据了解，11月9日至14日，北大湖滑雪

度假区提供免费试滑活动，11月15日正式

开始营业。试滑首日吸引了3000余名滑雪

爱好者，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雪友们

对新雪季的期待和热情。

为了确保滑雪爱好者们能享受到最佳

的滑雪体验，北大湖新增了100台造雪机，

开启24小时不间断的造雪模式。此外，新

雪季雪道数量从64条增至74条，雪道面积

从239公顷增至275公顷，酒店总床位数增

至9000张。这些升级改造将为滑雪者提供

更加舒适的滑雪环境。

2024—2025雪季，吉林市冰雪试验区

将携手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开展21场节庆赛

事活动。其中，国际雪联空中技巧世界杯及

雪上技巧世界杯等三个世界杯赛是时隔8

年，北大湖再次举办的国际级赛事。同时，

2024—2025赛季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坡面障

碍技巧亚洲杯等洲际赛事也将落户北大湖，

所有赛事活动将一直持续到雪季结束。

迎新雪季

北 大 湖 滑 雪 场 开 启 试 滑

冬的脚步悄然而至，在查干湖畔，一场规模盛大的传统冬季捕鱼

行动也即将拉开序幕。作为松原市最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项目，前

郭县查干淖尔冬捕习俗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瑰宝。

近年来，前郭县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

至目前，该县已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76项，其中包括国家级

非遗项目10项、省级非遗项目59项、市级非遗项目107项，涉及23

个保护单位。这些非遗项目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前郭

尔罗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熠熠生辉。

在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内，鱼皮画等非遗元素的文创产品琳

琅满目、形态各异。“我们一直致力于将非遗项目与现代生活相结

合，通过文创产品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些传统文化。”

松原市前郭县鼎润文化民族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毳告诉

记者。

在鱼皮画制作车间，只见匠人们巧手翻飞，将一张张鱼皮裁

剪、拼接、上色，最终变成一幅幅精美的鱼皮画作。这些画作不仅

图案精美，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让人赞叹不已。“我们

在其中融入了现代设计元素，更加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和实用需

求。”徐毳说。

“只有让非遗项目‘活’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说起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前郭县郭尔罗斯文

化生态保护服务中心非遗负责人齐晓玉认为，非遗项目展现着民

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在延续光辉的

同时，开创性地传承下去。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关键在人。在传承人认定、培养方面，前

郭县建立了众多传承基地和传习所，为非遗工作的传承与发展提

供坚实的平台。在汇聚的众多非遗传承人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

一辈艺人，也有年轻有为的新一代传承人。同时，为了推动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该县积极开展非遗传承活动，通过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吸引全社会的广泛参与。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进一步

健全文化生态的保护机制。同时，我们也将持续做好非遗资源普

查、非遗项目挖掘和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等工作，让前郭县的非遗事

业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齐晓玉说。

前郭：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创新
本报记者 王欣欣

本报讯（记者赵蓓蓓 庞智源 通讯员陈克）打造便捷、高效的

政务服务一直是辽源市社保局的工作目标。近年来，该局持续拓

展服务阵地，优化服务供给，推动服务下沉触底，切实让办事群众

获得更丰富、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服务体验。

“现在办理社保业务更方便了，也让我们企业充分享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特别是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不用申报跑

腿，补贴资金直接打到账户，对于稳定就业岗位，开展好员工技能

培训都是非常利好的，我们也将全力确保职工队伍稳定，履行好

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东北地区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的重点

生产厂家，辽源市百康药业公司现有职工400余人，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90余人，是辽源市“参保大户”。谈及近些年的办社保变化，

该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对“不见面”经办、“免审即享”等服务举

措称赞不已。

辽源市社保局注重把握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及时梳理各项社

会保险助企发展政策，编制涉企政策宣传册，主动送政策入企、送

服务上门。特别是在落实稳岗返还、降低费率等援企减负政策上，

着力优化经办流程，强化数据赋能，通过多部门数据比对，实行“免

申即享”，实现“直兑直达”。年初以来，共为全市926户企业发放稳

岗资金565万元，惠及职工1.8万人，减轻企业缴纳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保费压力1102万元，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48.77万元，惠及

274人次。

在加大服务力度的同时，该局围绕群众身边社保“小事”，不断

提升“民生温度”。依托“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创建实施了“网格

化”管理、“嵌入式”服务模式，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梢，打造了群

众家门口的社保。刚学会用手机完成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的寿山镇

热闹村村民高兴地说：“社保局定期到我们这讲政策、办业务、刷脸

认证，办事不用再往大厅跑了，有啥不懂的，打一下社保服务联系

卡上的电话，就能弄清楚，很方便。”

该局组织干部职工全员上阵，成立社保服务专员队伍，与全市

32个社区、53个村屯结成对子，在社区中心和村部张贴社保服务联

络卡，让群众能够随时与社保服务专员取得联系、得到帮助。在满

足普遍性需求上，每月至少到包保社区、村屯1次，通过集中宣讲、

“摆摊”设点、发放传单等多种方式，面对面开展“唠家常”式政策宣

传和疑难问题解答，手把手指导群众用手机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

证；在个性化服务上，强化与各社区、村屯信息数据比对，筛选出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居民，由社保服务专员进行集中宣传讲解和现场

协助认证，对高龄、空巢、行动不便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目前，

累计开展实地宣传服务150余次，发放宣传物料1万余份，现场提

供认证服务5000余人次，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辽源市社保局：

“嵌入式”服务让惠民利企更有温度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张磊）今天10时30分，随着列车缓缓驶

离停靠点，2024年“香港光明号健康快车”白城站的工作任务圆满落

下帷幕。“健康快车”共为白城市1225位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免费

的复明手术，减免患者费用200余万元。所有患者术后视力恢复良

好，得到了患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自8月14日“健康快车”驶入白城站以来，“快车”车长李东岩携

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眼科权威专家、基地医院白城中

心医院眼科诊疗中心的2名医生和8名护士，共同组成了一支专业、

高效的医疗团队为患者提供服务。

李东岩车长表示，“健康快车”在白城站的工作得到了白城市政

府、市卫健委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白城中心医院作为基地医院

完成了大量的患者筛查、转运、宣教和患者生活保障等工作，确保了

“快车”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团队也尽全力帮助白城更多的白内障患

者复明。

“在这段并肩奋战、共同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宝贵经历中，看

到每一位患者成功复明，每一个家庭又重获希望，一切辛勤付出都是

值得的，衷心祝愿‘健康快车’一路顺风。”白城中心医院副院长李晓

东说。

免费为 1225 位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
“香港光明号健康快车”白城站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李婷 周凇宇）11月9日，

“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凝聚民族复兴力

量”——《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画展

在东北电力大学学术中心拉开帷幕。

主创者赵明仁在致辞中讲述创作初衷

和创作过程，让作品呈现东北抗联故事、英

雄形象以及东北抗联精神。东北电力大学

师生代表向杨靖宇将军嫡孙马继志、作品

主创团队代表献花致敬。

《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画高

1.949米、全长108米，经省党史研究室审

定，由《东北沦陷》《发动群众》《建立根据

地》等13个篇章组成。作品以水墨画表现

形式，全景再现人民英雄杨靖宇创建东北

抗联第一军和第一路军，领导人民在白山

松水间反抗日伪殖民统治的光辉历程，刻

画了杨靖宇等东北抗联将士的光辉形象，

充分阐释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是新时代

思政课的好内容、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新

形式。

本次画展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

委、吉林市委主办，吉林市委宣传部、吉林

市委教育工委、东北电力大学、省冰雪丝路

书画院承办。11月9日至29日，《人民英雄

杨靖宇》百米长卷在东北电力大学展览，并

面向驻吉高校、全市中小学校师生以及市

直机关党员干部举办巡展。

《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于2019年

创作完成，至今已在全国各地巡展数十场，

参观人数超过150万人次。

《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画展开展

秋收后，乾安县聚太
生物发电有限公司把回收
的秸秆装车运回发电厂，
用于生物发电。近年来，
乾安县持续推进秸秆回
收，新建扩建秸秆燃料、饲
料收贮、发电等项目，提升
综合利用率。王殿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