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雪伴着降温，长春市进入了冰天雪地

的冬季。严寒的天气对于那些辛勤的户外

劳动者来说，是考验和挑战，而为户外劳动

者服务的职工驿站，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11月29日，记者来到位于长春铁西街

48号的鼎庆“工驿站”，和附近的环卫工人们

进行面对面交流。谈起对驿站的感受，环卫

工人们笑得合不拢嘴，说得最多的是感谢和

满意，“驿站能休息，还有爱心食堂，免费就

餐，可给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11时30分左右，距离午餐时间还有半

个小时，在附近工作的环卫工人们陆陆续续

来到工驿站，歇歇脚，喝点热水，聊聊天，等

着吃饭。外面虽冷，室内却格外温暖。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工会驿站很宽敞，

且设施齐全：一面墙摆放着大书架，上面有各

色书籍，两张圆桌、十几把椅子，还有饮水机、

充电插座、打气筒、微波炉、洗手盆等等。

鼎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会负责人王艳

红介绍道：“原来我们在办公楼一楼设有对外

的休息室，不过环卫工人们进出不是太方便，

为了进一步给环卫工人提供爱心服务，2021

年5月，长春市总工会指导、绿园区总工会支

持打造驿站，公司工会在临街的活动室内腾出

一个地方来，设立了‘工驿站’，配备了必要设

施，环卫工人可到驿站休息、喝水、充电、看书，

也有外卖小哥来。这里是绿园区和宽城区交

界处，附近1.5公里范围内的两个城区的环卫

工人都可以来驿站休息，还可以到我们公司的

爱心食堂免费就餐。这个驿站使用率特别高，

给大家解决了吃饭难题，增强了环卫工人的幸

福感，2023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驿站。3年多已

经服务户外劳动者3万余人次。”

环卫工人王中玲负责清理铁西街附近的

卫生，谈起“爱心食堂”和“工驿站”，她满怀感

激之情，“非常感谢，太方便了，我们有地方休

息，还节省了回家吃饭的时间，省了不少路费

和饭钱。”贺宝林是绿园区的一位环卫班长，他

说：“2006年开始我就在这附近工作，‘爱心食

堂’开业的时候我就在这儿吃饭，每天早午两

餐，冬天早上6点吃完饭正好上班，中午还可

以休息一会儿，再上工的时候人也更有精神

了。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谢！免

费喝水，免费吃饭，给我们解决了很大难题。”

“太感谢了，不仅方便、免费，比家里吃

得有营养，中午回家没时间做，都是对付一

口。在这儿吃三菜一汤，热乎的，多好啊！”

57岁的环卫工人王凤英感慨地说，“国家和

社会这么关心我们环卫工人，我们更要努力

干好自己的工作，让城市更干净。”环卫工人

们你一言我一语，表达着自己的真诚谢意。

中午12时许，四五十名环卫工人排队

通过鼎庆公司的大门，来到爱心食堂，围

着餐台开始取餐。猪肉炖粉条、麻辣烫、

尖椒土豆片、白菜干豆腐，主食有馒头、米

饭、炸酱面……干了一上午活儿，热乎乎的

饭菜让大家吃得很香。

“这里也是我们的员工食堂，员工开饭

时间是 11点半，环卫工人开饭时间是 12

点。饭菜都是一样的。”错过了员工吃饭时

间的王艳红，和环卫工人们一起就餐。

一粥一饭，尝尽人间真情；一菜一汤，品出

温暖民生。据悉，鼎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

家以经营液化、天然气为主的综合性民营企业，

2018年4月，该公司依托职工食堂，开办了11

家“爱心食堂”，辖区1.5公里范围内的环卫工

人都可以到食堂免费用早午两餐。在绿园区

和铁西街道工会的大力支持下，该公司工会特

意为“爱心食堂”添置了包子机和馒头机，丰富

了主食品种。6年多来，该公司“爱心食堂”共

接待环卫工人28万人次，不仅赢得了环卫工人

的赞誉，更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鼎 庆“ 工 驿 站 ”体 验 记
本报记者 韩雪洁 李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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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但

我始终相信，只要真心守护‘善’与‘孝’，这

个家就会有爱、有希望。”在长春市九台区东

湖街道放牛沟村，张凤芹是村民们公认的好

儿媳。多年来，她深怀爱老之心，力行孝敬

之举，在平凡的生活中诠释着点点滴滴的亲

情故事。

1989年，张凤芹与丈夫结婚，婚后与公

婆一起生活，几年后生下一女。他们与大多

数传统农村家庭一样，丈夫在煤矿打工，他的

收入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张凤芹在家操

持家务，照顾女儿。2000年，张凤芹生下了小

儿子，这个父母健在儿女双全的六口之家本

应更加幸福美满，可世事难料，在小儿子未满

3个月的时候，张凤芹的丈夫因煤矿事故去

世，这个家庭也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

“当时我觉得天都塌了！真的不知道该

怎么办，唯一最清楚的就是我不能倒下，这

个家我得扛起来！”丈夫过世后，张凤芹在承

受丧夫之痛的同时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两位

老人因儿子离世备受打击，加上年岁大了身

体不如从前，家里的农活几乎全部落在了张

凤芹的肩上。回想起往事，张凤芹湿了眼

眶，“那时候大女儿11岁，小儿子3个月，孩

子们还小，公婆也需要照料，家里的活还得

干，没人的时候我也掉过眼泪，但是哭完了

日子还得过。”尽管生活艰难，但张凤芹没有

任何怨言，心想只要一家子在一起生活就

好，再苦再累都能咬牙坚持。

在儿子5岁的时候，张凤芹再嫁，和一

位离异带着孩子的男人组成新家，当大多

数人都以为她会带着孩子与现任丈夫开始

新生活时，她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再婚

后，张凤芹决定仍把公婆带在身边，与现任

丈夫靠务农和打零工赚钱，养活三个孩子

和两位老人。

“两位老人本来就身体不好，又失去了

儿子，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不能不管他俩。”张

凤芹对老人坚定而又执着的孝心打动了男

方。再婚后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张凤芹始

终没有退缩，孝敬老、照顾小。丈夫常年在

外打工，她一个人忙里忙外。虽然日子依然

劳累，但在张凤芹的心里，一家人有老有小，

和和美美、热热闹闹，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生活对张凤芹的考验总是不断。几年

后，张凤芹的公公因病去世，婆婆又得了脑

梗、脑血栓和股骨头坏死，不久后又摔坏腿

瘫痪在床。除了每天的农活，张凤芹包揽了

照顾婆婆的重任，婆婆无法自理，她便从早

上起床后开始忙活：为婆婆处理大小便，洗

漱，准备三餐和打扫房间，除此之外，这个薄

弱的家庭几乎每年都要为老人支付上万元

的医药费，张凤芹的丈夫也没有怨言。

“妈，吃饭了，今天做的酸菜烩骨头，可

香了。”“手腕不舒服呀？我给您揉揉，松快

松快。”……平日里，张凤芹总会先把热乎饭

菜端给婆婆，给婆婆按摩、陪婆婆聊天也成

为了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婆婆虽然不擅

表达，但老人心里的那份感激之情却溢于言

表，村里人也纷纷为张凤芹点赞。

“这几年党和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多帮

助，我婆婆身有残疾，政府给发补贴，公公去

世后，村里还帮我婆婆申请了低保，逢年过

节村班子还送来慰问品，平时家里有啥大活

儿，村里和邻居也都会帮一把手，现在家里

的日子好过不少。”张凤芹说。

十年如一日，张凤芹一边照顾婆婆，一

边照顾孩子们，用张凤芹的话说，她只是做

了自己应该做的。这个充满爱和亲情的家

庭虽没有豪言壮语，但每个人都真诚地守护

彼此，共同书写一个温暖人心的家庭故事。

张凤芹先后获评“九台好人”“长春好

人”标兵、“吉林好人”，近日入围2024年第四

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建议人选。

张凤芹：

深怀爱老之心 力行孝敬之举
本报记者 吴茗

本报讯（记者张琰）今年以来，敦化市坚

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办学治

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标准，紧密结合红色、古

色、绿色和特色资源，深入开展“四色”教育，

充分挖掘各研学中心蕴含的中华文化、党史

国史、民族团结等内涵，打造丰富多彩的研

学路线，让各民族青少年在“行走的思政课

堂”中增进民族情感。

在开展红色教育中，敦化市依托日遗化

武展览馆、陈翰章烈士陵园、寒葱岭战迹地

等红色资源，重点围绕杨靖宇、陈翰章、周保

中等东北抗联英雄人物事迹开发研学路线，

使各民族师生在沉浸式、体验式、感知式的

研学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年初以

来，敦化市共开展红色研学活动40余次，参

与师生3万余人次。

开展“古色”教育，不仅赓续传统文化，

更能提升学生文化艺术素养。敦化市将“思

政课堂”延伸到历史博物馆，使敦化市历史

博物馆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

践基地成为研学游“新宠”，每天前来参观的

学生团队络绎不绝，是学子们探索历史、感

悟文化的热门目的地。

走进敦化市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历史

的长廊。渤海时期的陶器、玉器、鎏金器等，

一件件文物都在诉说着渤海古国的盛世兴

衰、历史变迁。在这里，学生们不仅增长了

见识，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和博大精深。

同时，敦化市刀画协会、张笑天文学馆、

石木轩文化园等也成为“古色”教育的重要

场所，通过参观古色遗迹、刀画作品、松花砚

雕刻，让传统民俗在学生心中“会说话”“活

起来”，增强广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

信，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绿色教育是推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课程。敦化市依托国家森林城优

势，充分利用全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

中心、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等实践

基地，围绕学生感兴趣的课题，设置劳动实

践、国防教育、传统文化等主题研学活动，

使各民族学生在劳动、科技体验、拓展训

练、春游秋游中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养成热爱科学、低碳

环保、自觉劳动的生活习惯，形成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

敦化市还围绕特色教育促进全方位育

人，坚持“一校一品”、立德树人的原则，结

合各学校实际推出各具特色的研学路线，

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教育见行见效。带领

学生走进知名食品企业小万庄体验式工

厂，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家乡科技、产业的

巨大变化。在中成朝鲜族生态村，师生在

观摩学习中进一步领略各民族共同缔造、

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宏阔图景。

同时，完善翰章乡学校红色教育展馆、大石

头镇中心校雷锋精神教育展馆等6所文化

展馆建设，让各民族学生在研中学、学中

悟、悟中得，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传承

者”和“践行者”。

敦化依托“四色”教育打造多彩研学路线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曲镜浔）今天，通化文旅进高校暨

冰雪通化·非“通”寻“长”长春高校集群文旅推介活动在长春

大学举办。

通化是中国滑雪之乡、新中国滑雪起源地，近年来，通化

积极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打造了百亿

级重点项目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举办了50余项大型赛事

活动。据了解，今年雪季，该市30余个重点景区将对大学生

全部免费开放，10余个景区实行半价优惠。

活动伊始，播放了通化市宣传片《长白天下雪》《七色之城

康养通化》，精彩的宣传片向与会嘉宾展示了通化的自然风光与

文化底蕴。现场发布了2024—2025“引流入通”优惠政策，对长

春市内大学开通冰雪直通车，为满30人的团队预约提供免费接

送服务，根据客流情况在长春卫星广场和沈阳丁香湖小镇开通

每日一班冰雪直通车直达吉旅万峰通化滑雪场；对长春市大学

生实施门票减免政策，长春市内大学生到通化旅游，凭学生证，

在市区内雪季正常开放的A级景区享受门票减免政策。

此外，在推介会上，通化市旅游协会与长春市旅游协会签

订合作协议，成立了“通化—长春高校集群英雄联盟”，发布了

长春高校直通车冰雪旅游线路。路线涵盖自然风光、历史文

化、冰雪体验、红色研学等多个方面。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

赢好礼活动和快闪市集，通过展示通化文旅资源和各种文创

产品，让长春高校大学生们领略通化的独特魅力。

长春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长春大学将加强与通化

市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发

挥高校人才和旅游管理等专业优势，在旅游推介、文化宣传领

域积极为通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助力。

通化冰雪文旅推介活动走进长春高校

本报讯（记者张宽 董博）近日，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体育

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承办的2024—2025年度吉林省青少年

冰壶锦标赛在吉林省冬季运动保障中心冰壶场地开赛。

本次比赛为期5天，竞赛项目包括男子、女子、混合双人、

混合四人。来自长春、吉林、通化、白城、辽源、四平、延边等地

的30支队伍参赛。

冰壶项目讲究“攻守”策略，也正因此被誉为“冰上国际象

棋”。运动员在比赛中一招一式彰显动静之美，一进一退展现

取舍智慧，决胜在大本营圆心的方寸之间，冰壶也是冬奥会极

具观赏性的比赛项目。

赛事裁判长尚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我省致

力于打造高水平冰壶项目竞技队伍，鼓励各地区积极开展冰

壶运动，让更多青少年运动员得以涌现，为冰壶在我省的普及

和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表现，也让大家

看到了冰壶运动的青春力量和我省发展冰上运动的美好前

景。”

据赛事相关人员介绍，比赛对标高水平专业赛事，采用世

界冰壶联合会决定名次的竞赛办法确定名次，另设“体育道德

风尚奖”，表彰优秀代表队、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营造积极

的赛事风貌。

吉林省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开赛

本报12月10日讯（记者郑玉鑫）今天，吉林省北方大豆创新

产业研究院在公主岭市陶家屯镇河东村吉林省百利民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举行签约揭牌仪式。

吉林省北方大豆创新产业研究院是由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

与百利民农科公司携手共建，将致力于推动大豆育种与栽培技

术创新、促进大豆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加强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

化、服务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助力大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

型升级，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签约仪式上，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与公司签订了共建协议，

省农科院专家携手公主岭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为研究院

揭牌。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省农科院“科企地”“产学研用”全

链融合模式的广泛应用，使大豆科研与市场所需有机对接，有助

于推动大豆产业技术创新、促进大豆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产学研

合作与成果转化、提升我省大豆产业竞争力。

据悉，自年初以来，省农科院坚持市场导向、聚焦农业产业

发展需求，积极探索创新成果转化的新路径，通过组建地方产业

研究院，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搭建科技与产业、科研

院所与企业合作的桥梁，打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通道，

推动成果技术进入市场、服务生产，助力地方产业和企业发展，

目前已成立17家地方产业研究院。

吉林省北方大豆创新产业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记者孙翠翠）近日，吉林省苏打盐碱地综合利用产

业研究院在白城市镇赉县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科企共建的

“苏打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它将整合科研机构和龙头

企业的创新能力、资源优势、体制机制，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

金链、政策链融合发展，推动盐碱地特色农业跨越式发展。

我国是全球盐碱地大国，盐碱地面积约为15亿亩，其中可

利用的约有5亿亩。我省盐碱地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松嫩平

原，开展耐盐碱作物品种的培育与推广，盐碱地新型土壤改良

剂、酸性有机液体肥、生物有机肥等产品研发与应用，构建“以种

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绿色高效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模式具

有重要意义。

吉林省苏打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由省农科院和吉林

协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共建，以探索“柠檬酸工业制造—副

产绿色改良剂产品研发及技术服务—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的

盐碱地综合利用模式为核心，建立更加高效的“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双轮驱动机制，把产业研究院建成盐碱地一二三产融合、

绿色循环发展的孵化器。

研究院成立当天，沈阳农业大学陈温福院士、南京农业大

学沈其荣院士等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科技人员齐聚镇赉，

共同研讨探索“如何通过三产融合，助推盐碱地利用产业跨越

式发展”从而打造“粮地双增”新引擎。据了解，省农科院已在

镇赉盐碱地深耕40余年，拥有丰富的盐碱地改良与利用经验

和技术积累。

我省成立全国首个苏打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
科企共建让科研创新更“接地气”

12月10日下午2点，随着下课铃声

响起，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

学的操场上，学生们有的在跳大绳、跳皮

筋，有的在跳格子、丢沙包、踢毽子……好

不热闹。

“现在课间休息时间变长了，我们不

仅玩得开心，上课时精力也更充沛、专注

力更高。”长春汽开区实验小学六年三班

学生茹梓涵说。

为落实省教育厅关于“课间延长至

15分钟”的工作要求，长春汽开区实验小

学结合活力操场建设，聚焦“玩什么”我来

定、“去哪儿玩”分区域、“怎么玩”有保障

三个维度，在“课间一刻钟”上花心思、下

功夫，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户外、走进

阳光，享受更加健康活力的校园生活，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课间延长至15分钟，多出来的5分钟

玩什么？在活动内容设计上，学校本着提

升趣味性、提升多样性、提升适配度的原

则，增设地面游戏，开展游戏推介，根据学

生年龄、班级、身心发展等特点，制定强度

适宜的运动计划，让学生玩得自如、动得

安全。

在政策正式实行前，长春汽开区实验

小学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学生、家长

及教师意见，推出了师生喜闻乐见的休闲

体育类、探索发现类、提升素养类、实践动

手类、社交互动类五大类课间活动项目，

孩子们可自主选择喜欢的课间活动。

开展课间活动，场地是个大问题，对

此，长春汽开区实验小学从“场、馆、厅”三

个方面拓展运动空间，提高各场馆、场地、

学校厅廊使用效能，保证学生活动需求。

“学校绘制了地面游戏区，在楼道和

操场划分了不同的运动区，配备了羽毛球

拍、篮球、足球等运动器材，设置了阅读、

水培植物和科创等空间，保障学生拥有充

足的活动场地。”长春汽开区实验小学校

长刘晓燕介绍，学校统筹优化调整课间时

长，在充分保障午休、大课间时长的情况

下，将午休时间错后几分钟，下午上课时

间延后几分钟，均匀分配课间活动时间，

保障孩子有充裕的运动时间。

“15分钟课间”既要快乐走出去，又要

安全走回来。长春汽开区实验小学开展

了值周生在重点位置巡查，德育教师及党

员教师在每个楼层进行巡查，体育教师在

操场等开放空间巡查，每天值班干部在整

个课间进行全楼层巡查的“四巡查”机制，

保障学生安全及课间活动的顺利开展。

课间延长至15分钟，是推进五育并

举的新举措。“我们鼓励老师们和孩子们

一起玩，让每一名教师从课间活动的监管

者变为课间活动的参与者，让孩子们充分

动起来、玩起来、乐起来，在全校营造‘人

人都参与、下课即锻炼、处处是欢笑’的氛

围。”刘晓燕说。

长春汽开区实验小学：

让学生“玩转”课间15分钟
本报记者 刘晓娟

新雪季，长春动植物公园推出了全新的“逐梦西游，乐享冰雪”主题活动，融入现代科技创意，全

新建设奇幻七彩蘑菇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