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长春龙嘉国际机场20公里的莲

花山滑雪场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专业的

滑雪设施和优质的服务保障而闻名。今年

新雪季，这里为全国雪友带来哪些玩法与

服务上的新变化、新体验？近日，记者走进

雪场一探究竟。

步入莲花山滑雪场的雪具大厅，几只

形态可爱的智能机器狗举起“前爪”列队欢

迎，随后，它们排成一排，引导记者向服务

窗口走去。

“这些就是我们新引进的智能机器

狗，今年新雪季它们将在雪具大厅、雪

道、戏雪场地充当服务员角色，为广大雪

友提供导览、运输、咨询服务。”长春莲花

山滑雪场总经理助理高明亮告诉记者，

“除简单的服务工作外，机器狗还可以在

雪场进行巡逻监控，辅助监控滑雪场的

安全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安全

隐患，减少了人工成本，进一步保障雪友

的人身安全。”

随着机器狗的引导，刚刚整备完毕的

雪具大厅全貌展现在记者眼前。

“今年，雪场引入了更大容量、更先

进的智能柜，雪友可以通过扫码操作存

储物品，节省了人力，方便了雪友。”高明

亮介绍说。目前，雪具大厅共有雪鞋

4000双，其中，单板雪鞋2200双，双板雪

鞋1800双；雪板共计4000副，其中，单板

2200 副，双板 1800 副，雪场可实现日接

待量4000人次。

穿过雪具大厅，记者便来到了室外雪

道场地。只见雪道内外十余台外形如“大

炮”一般的造雪机正工作不停，“大炮”前端

喷射出无数洁白无瑕的雪花。“这就是雪道

造雪的关键！”在造雪机的轰鸣声中，高明

亮提高嗓音向记者说。

莲花山滑雪场采用的是现代化造雪技

术，其原理是造雪机通过压缩机产生高压

空气，随后，高压空气经“核子发生器”变为

大量“雪核”，最后由风扇将“雪核”吹到冷

空气中，“雪核”在空中遇冷便会形成雪

花。通过这种技术造出的雪，极为接近天

然雪的小颗粒形状，雪质优良。

现场，记者见证了一场壮观的造雪盛

宴，雪花如同繁星点点，从天而降，逐渐覆

盖了整个滑雪场。

据悉，莲花山滑雪场现有滑雪道11

条，其中4条初级道、2条中级道、5条高级

道，雪道全长13340米，最高落差132米。

雪道面积共28万平方米。

“针对最受欢迎的2号雪道，我们今年

做了大量升级和改造，另新建有按国际标

准设计的‘自由式空中技巧’和‘单板U型

槽’滑雪场地各一处。”高明亮说。今年新

雪季，长春莲花山滑雪场预计举办十余场

赛事活动及文娱活动，其中，最受关注的便

是莲花山滑雪场空中技巧全国冠军赛，参

与的运动员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将是一场

精彩纷呈的高质量赛事。

在雪道缆车旁边的区域内，是雪场今

年新增设的戏雪场地。这里，雪地摩托、雪

橇、雪圈等设备整齐排列，开放后将为全年

龄段的游客提供冰雪游乐项目。

“今年新雪季，莲花山滑雪场还特别

为孩子们设立了国家级中小学研学基地，

为孩子们单独开设学生研学雪道及练习

区，组建专门的学生教练团队，努力将中

小学研学旅游作为今冬打造的旅游方向

之一。”高明亮说。

莲 花 山 滑 雪 场 焕 新 记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每到中午，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察哈尔

社区食堂色香味俱全的菜品总会吸引附近

一些居民前来就餐。

“今天的菜品是红烧茄子、过油肉、

凉拌莜面……15 元自助套餐，荤素汤

搭配 ，可口营养 ，很符合老人的口味

儿，对我们 60岁以上老年人，还再便宜

两到三块钱呢！”就餐的老人们夸赞社

区食堂好。

目前，集宁区泉山街道碧海社区、博源

社区、永安社区和察哈尔社区惠民食堂均

运营稳定，群众反馈良好，辖区内第5家惠

民老年餐厅正在筹备推进中。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重要民生工程、

为老工程，惠当前、利长远、意义重大。

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

餐服务行动方案》要求，把发展老年助餐服

务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

要内容。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把“新增老年助餐点 1200 个”纳入民生

实事清单高位推动。内蒙古自治区民

政厅出台《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发展老年

助餐服务行动实施方案》，明确科学合

理布局设施、优化服务供给模式、加大

运营扶持力度、实施就餐分类补贴、保

障助餐服务质量、提升智能管理水平等

10 个方面主要举措，为助餐点运营扶

持、分类补贴、保障质量等各方面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内蒙古累计投

入 老 年 助 餐 设 施 建 设 补 贴 等 资 金

7293.06 万元，多措并举推动老年助餐

服务落地落实。

同时，内蒙古按照城市“一刻钟养老

服务圈”和农村牧区“老年助餐服务便利

可及”工作要求，依托现有存量、积极拓展

增量、整合资源服务，以签约、合作、加盟

老年助餐服务等多种形式，引入社会经营

力量，有效织密助餐服务网络，增加助餐

服务供给。

做好助餐服务，宗旨就是让老年人吃

得好，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

福晚年。

内蒙古各地纷纷出实招，按照政府统

筹、保障基本，推动建立“经营主体+助餐

服务”模式，积极引入各类专业餐饮机构

等经营主体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并为老年

餐厅提供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探索形成

“中央厨房资金补贴+助餐服务”“物业公

司+助餐服务”等模式，引导老年餐厅（助

餐点）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经营自

主”转变，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多可感可知

可得的为老服务。

截至目前，内蒙古累计建成各类老年

餐厅（助餐点）2135个，已实现12个盟市全

覆盖。

呼和浩特市民政局通过嵌入养老服务

中心、改扩建闲置用房、与社会餐饮企业签

约等多种方式建成为老餐厅、老年人助餐

点358个，为老年人提供口味适宜、品种丰

富、营养健康的餐食，并为失能老人免费送

餐上门，实现了城市“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助餐服务全覆盖。

包头市创新“百家餐饮进社区，人间烟

火包头宴”运营方式，引导百余家优质餐饮

企业“志愿者厨师”到社区老年餐厅轮流掌

勺制作特色菜品，向老年人传递舌尖上的

幸福。

乌海市印发推进老年助餐服务的实

施意见，对新建中心厨房给予30万元的

建设补贴和每年5万元的运营补贴，对助

餐点和惠民餐厅给予每年2万元的运营

补贴，为发展老年人助餐服务提供了坚强

政策保障，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安全可靠、

持续发展。

乌兰察布市民政局协调当地供电部门

给予企业电价惠民补贴，推动全市长者餐

厅(老年助餐点)用电执行“居民价”，助力

老年助餐企业持续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说，民以食为天，老年人助餐服务更是

民生保障的晴雨表和温度计。下一步，

内蒙古自治区将优化老年助餐设施布

局，提高运营质量，培育服务品牌，打造

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示范效应突

出的老年助餐服务示范点，确保老年助

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

持续发展。

推动建立“经营主体+助餐服务”模式
内蒙古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

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曦 通讯员 王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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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谋新突破 东北振兴进行时

坚守初心使命 担当时代重任

守护与传承

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通榆县通过推广使用良

种、良法、良机等先进农业技

术，今年全县种植380万亩玉

米 ，预 计玉米总产量 可达

40.55亿斤左右，达到丰产水

平。图为向海村村民正在晾晒

玉米。

陈宝林 摄

本报讯（记者王秋月）老边岗土墙，俗

称“老边岗土长城”，作为唐代重要的边塞

遗迹，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填补了我省长城区域的空白与年代缺环。

近年来，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和保护

工作的不断推进，这道古老的防线得到了

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老边岗土墙起自德惠市松花江镇松花

江村，经德惠市、农安县、公主岭市、梨树

县、四平市铁西区，向西南延伸，全长约

250公里。这条土墙不仅是古代军事防御

的重要设施，也是研究唐代边疆历史和军

事布局的宝贵资料。2013年，老边岗土长

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并纳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长城项目。

老边岗土墙多位于耕地内，呈隆起状，

其构筑方式为挖壕筑墙，墙体经简单拍筑，

形成壕墙一体的防御工事。考古调查结果

表明，现存的唐代老边岗土墙为东北—西

南走向，呈鱼脊形隆起的土楞，许多地段被

当作田间地格，有的被辟为田间农用车道

或村屯之间的乡道。

唐代老边岗土墙是公主岭市境内一处

重要的唐代边塞古遗址，史书《奉天通志》

《史记·朝鲜传》对其均有记载。遗址为夯

土筑成，公主岭境内全长约45公里，自西

向北横跨4个乡镇，分为12段进行保护。

公主岭市为加强老边岗遗址的保护工作，

成立了市、乡、村三级文物安全领导小组，

明确了文物安全责任；公主岭市文物管理

所每年春秋两季对老边岗遗址开展安全巡

查，不定期进行日常巡查，向居民宣传文物

保护法，确保遗址安全。

农安县境内长城——老边岗土墙分布

于前岗乡、华家镇、龙王乡、三岗乡，全长

60余公里。农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

物保护工作，每年拨付专项资金用于文物

保护，召开全县文物保护工作会议，对文物

保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农安县还制定了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巡查制度》，形成了县、

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文物安全网格

化管理体系。通过媒体宣传，以及向群众

发放文物保护宣传册等方式，提高居民的

文物保护意识。

在德惠市，唐代老边岗土墙“四有”建设

健全。德惠市文物管理所每年进行4次检

查，并开展不定期巡查。与此同时，文物管

理所聘用15名保护员，对唐代老边岗土墙进

行巡查，宣传文物保护法及长城保护法，提

高居民的保护意识。未来计划继续增加巡

查次数，营造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氛围。

这些措施的实施，进一步彰显了老边

岗土墙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也为

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长春稳步推进唐代“长城”遗迹保护工作
本报三亚11月24日讯（特派记者张政）今天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赛场，我省代表团的运动健儿们继续高歌猛

进，屡创佳绩。其中，在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龙舟和秋千项目上多点

开花，共收获1个一等奖、7个二等奖和1个三等奖。在民族式摔跤项

目中，我省选手金光俊在希日木52公斤级比赛中发挥出色，夺得一等

奖，这也是我省代表团在本届运动会获得的首个一等奖。

民族式摔跤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浓厚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今天在三亚市第一中学体育馆进行的民族式摔跤项目争夺得异

常激烈，其中在希日木52公斤级比赛角逐中，我省代表团派出金光俊

和具靖杰参赛。两位选手在比赛中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不负众望，最

终金光俊和具靖杰分别获得该项目一等奖和二等奖，双双登上领奖台。

今日率先为我省代表团取得荣誉的是民族武术项目，来自吉林体

育学院的范弘轩和刘耘庚在赛场上尽显“武侠风范”，分别在男子传统

拳术一类八极拳比赛和男子传统拳术二类翻子拳比赛中收获2个二等

奖，为我省代表团在今日的比赛中开了个好头。秋千项目也是今日吉

林代表团参赛的重头戏。55公斤级以上双人高度决赛中，来自延边大

学的赵亦萌和沈菲具有冲冠实力。比赛中，高度直接要到最高的11米

并挑战成功，无奈重庆队超常发挥，在挑战高度相同的情况下，我省选

手的预摆次数多于对手，吉林省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而在上午进行的

龙舟比赛中，我省龙舟健儿继首日比赛登上领奖台后，继续高歌猛进，

先后为我省代表团收获女子组（小龙舟）200米直道赛、混合组（小龙

舟）200米直道赛、混合组（标准龙舟）200米直道赛3个二等奖和男子组

（小龙舟）200米直道赛三等奖。

多 点 开 花 持 续 奏 凯
金光俊夺得我省代表团首个一等奖

“这是2014年8月民政部为我的太姥爷刘登芝颁发的烈士证明书，

我和家人一直好好保管着。”崔晓坤说，从这张微微泛黄的烈士证书上，

仿佛看到了太姥爷短暂又光荣的一生。

1925年出生的刘登芝，中共党员，生前在志愿军第9兵团某部任

副指导员，1943年8月在山东入伍，1950年12月在长津湖水门桥战役

中牺牲。

“小时候，太姥姥和姥姥经常给我讲太姥爷的英雄事迹，红色基因

早已深深融入我的血脉。”崔晓坤立誓，一定继承先辈革命精神，不怕牺

牲，勇往直前。他说到做到，29岁的他现任柳河县长青路消防救援站

战斗班班长，参加工作以来，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多次保卫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先后参加了各地区多起重特大火灾扑救以及化学品泄漏、

山体滑坡等救援任务，累计营救被困人员120余人。

最好的学习是践行，最好的致敬是传承。崔晓坤一直身体力行，努

力做传承红色基因的忠实践行者。

2016年1月26日9时41分，柳河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称：柳河县某

施工工地上，有一男子爬上45米塔吊欲轻生。到达现场后，轻生男子的

家属在塔吊下不停地呼喊。由于在塔吊上实施救援的空间非常小，并且

冬季塔臂上有厚厚的积雪，积雪下是否有冰，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在救援

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坠落，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轻生男子在塔臂

上1个小时了。救援刻不容缓！崔晓坤带领救援小组爬上塔吊，在做好

个人保护后，由崔晓坤一人爬上塔臂，其他队员配合救援工作。经过近1

个小时的努力，成功救下轻生男子。

2016年4月13日，一个在建厂房发生火灾，厂房内部有一辆面包

车发生燃烧，周围有多个乙炔和氧气瓶，如果发生爆炸，极有可能造成

厂房坍塌和人员伤亡。崔晓坤得知情况后，与战友铺设一条水枪干线，

深入火场，在水枪的掩护下成功将两个乙炔瓶和一个氧气瓶转移到安

全地点。事后，该工地的工作人员对崔晓坤的英勇无畏表示感谢和敬

佩。崔晓坤说，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和社会稳定是他的职责与使命，他会

始终坚守一线。

2022年10月18日2时34分，柳河县某小区内，一名年轻女孩因情

感问题欲跳楼轻生。当时，女孩一条腿已经伸到楼外，悬在半空，情绪

极度不稳定。消防营救人员正对其进行劝导，就在女孩注意力被分散

时，崔晓坤在女孩所在楼层的上一层，从窗户一跃而出，点降到女孩所

在楼层，迅速将其推入楼内，女孩得以获救。

作为新时代的消防员，崔晓坤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忠诚、

竭诚为民。2018年5月11日，崔晓坤前往柳河县时家店乡中心校宣讲

消防安全知识，其中两名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们身上穿的校服

和裤子全是补丁。在与校长沟通后，得知两名学生的家境都很窘迫，崔

晓坤二话不说便做了一个决定，每月在工资里拿出400元钱对两位学

生进行资助。

入队以来，崔晓坤刻苦训练、积极进取，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各项工

作成绩突出。他立足本职岗位苦练精兵，在执勤岗位练兵活动中紧紧

瞄准实战需求，刻苦钻研训练新法，努力探索器材装备与人员结合，并

发挥最佳效果。12年来，他获评优秀士兵3次、嘉奖4次，荣获“吉林好

人”“通化好人”“消防安保之星”等称号。

身边有人问崔晓坤，为什么不怕危险，为什么这么拼？他这样回

答：“是太姥爷大无畏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面对成绩和荣誉，崔晓坤

没有骄傲，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消防事业中，用实际

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时代精神。

烈士后人崔晓坤：

做传承红色基因的忠实践行者
本报记者 王超

我省选手赵亦萌和沈菲在秋千项目55公斤级以上双人高度比赛

中获得二等奖。 本报特派记者 张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