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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谋新突破 东北振兴进行时

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11月，太仆寺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旗级补助资金已经上划到锡林郭勒盟财

政专户，请做好对账。”日前，锡林郭勒盟

财政局工作人员给该盟社保中心财务部

门打来电话，告诉了这一好消息。

为确保居民待遇按时足额发放，锡林

郭勒盟社保服务中心按月做好旗县（市、

区）上报本月发放人数和发放金额的统计

汇总工作。截至目前，全盟12个旗县（市、

区）11月份的待遇拨付工作已顺利完成。

这也是内蒙古城乡居保基金盟市级统收

统支的一个缩影。

“今年起，内蒙古全面实行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基金盟市级统收统支管理，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各项基金收入全部缴入盟

市级社保基金财政专户，支出资金由盟市

专户拨付至支出户统一支付。同时，强化

数据校验，完成税务、国库、财政、社保等

部门间‘两两对账’，确保账账相符、账实

相符。”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

中心负责人说。

在实施过程中，内蒙古坚持改革工作

分步实施、分类指导，推动全区城乡居保

基金管理与业务经办上下协调，基金管理

质效持续提升。对已实行城乡居保基金

盟市级统收统支的地区及时总结经验做

法，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提高城乡居保

基金统收统支管理水平。对尚未实行城

乡居保基金盟市级管理的地区，组织专人

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具体工作方案，加快推

动城乡居保基金盟市级统收统支工作。

经过不断摸索，内蒙古梳理完善城乡

居保基金盟市级管理的工作流程，从基金收

支、多方对账、会计核算、预决算管理等方

面，加强了基金管理的制度约束，全面增强

了改革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同时，

改造完善了社税业务系统和业务财务一体

化系统，推动实现信息全面共享、业务全程

办理、数据安全传输、基金实时对账，保障城

乡居保基金提级管理工作顺利实施。

“城乡居保基金提级管理以来，我们

联合财政部门通过‘专户直通车’方式，将

50.94亿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直拨

盟市，推动各旗县（市、区）上划历史结余

基金60.68亿元，进一步提升了社保基金

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切实守

护好百姓的‘养老钱’‘保命钱’。”该中心

负责人介绍说。

内蒙古守好百姓“养老钱”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提级管理
内蒙古日报记者 梅刚

在历史上，中东铁路是清政府丧权辱

国的历史遗物，是中国的一条屈辱线，是

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物证。

百年历史见证兴衰荣辱

1896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

约》，取得在东北的筑路权，不断对我国领土

进行侵略。1898年8月，中东铁路开始动工；

1901年，哈尔滨至陶赖昭段的铁路以及这座

中东铁路支线松花江铁路大桥全部完工并

试运营；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战败，双

方在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时，沙俄将中东

铁路的南延线（长春—大连段的铁路）赔

付给了日本。1920年，中东铁路长春以北

段由中苏共同经营，随后在日本的一番谋

划下，1936年苏联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哈尔

滨段的铁路管理权，以1.4亿日元转让给

了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1937年，日本

撤销“治外法权”，中东铁路支线松花江铁

路大桥落入日本的统治，此后这段铁路被

称为南满铁路。直到1952年12月31日，

中东铁路才完全由中国收回，时隔半个多

世纪，回到祖国的怀抱。

紧急修复打通胜利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就发起了全

面内战。1946年5月25日，国民党在占领

四平后沿着这条铁路北犯，东北民主联军

为了战术需要，在最后一辆列车北上过江

之后，由护路军司令苏进指挥战士忍痛炸

毁了这座大桥，延缓了国民党进犯的脚

步。在炸毁大桥时，他们用红油漆在桥梁

上留下了一行标语：为了胜利，别看我们

今日炸，我们明日还能修！也是这句话为

后续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1948年8月，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

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铁道纵

队”，担负战区铁路的抢修。铁道纵队是

大名鼎鼎的“铁道兵”的前身。数千名战

士、铁道职工和农民加入到中东铁路支线

松花江铁路大桥的抢修中。经过84个昼

夜，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最终在1948年10

月24日，大桥顺利通车，并举行了通车仪

式，时任东北军区副政委陈云在通车仪式

上赞扬说：松花江大桥的修复，也为东北

人民修通一条胜利之路！

1948年 10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机

拍摄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电影《桥》，就

是以中东铁路支线松花江铁路大桥为原

型拍摄的，电影描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铁

路桥梁抢修之战，从中展现出这座桥为夺

取辽沈战役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

2003 年 8 月 22 日，这座曾为解放

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大

桥光荣退役，但属于中东铁路支线松

花江铁路大桥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为了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近年来，扶余市委、市政

府全力推动中东铁路支线松花江铁路

大桥及相关建筑群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工作。在这座铁路桥周围设置了安全

围栏以及宣传展示牌，每年都会对道

路进行铺垫、维修。同时，还积极利用

中东铁路支线松花江铁路大桥的历史

资源，开展系列爱国主义教育，真正实

现了让历史建筑“活起来”、让历史资

源“热起来”。

这条铁路从屈辱的年代而来，见

证了人民不屈抗争的热血岁月，见证

了国家走向复兴的艰难历史。面向未

来，这条跨越百年的铁路桥，还将继续

守望在我们身边，见证沿线城镇的日

新月异，见证人民幸福的美好生活。

中东铁路支线松花江铁路大桥：

见 证 百 年 沧 桑 历 史
本报记者 王学新

本报讯(记者纪洋 周凯)12月18日

至22日，为期5天的“千里相约 港星冰雪

吉林行”活动举行。5位来自中国香港的

演员抵达吉林，走进长白山景区、长春天

定山滑雪场、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动植

物公园、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长春礼

物”概念店、54路文旅列车、长春冰雪新

天地等地，开启了一段精彩的吉林冰雪文

旅体验之旅。

“景色真是太美太震撼了！”刚到长白

山北景区，中国香港演员伍咏薇就发出了

赞叹。长白山是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

也是吉林旅游的“金字招牌”。12月 19

日，作为本次活动首站，香港演员团队来

到长白山北景区。长白山天池、绿渊潭等

一众自然景观让香港演员连呼“哇塞”。

参观完长白山瀑布后，香港演员无不赞叹

冰雪与温泉共存的奇妙景象。

记者了解到，今冬长白山池北区打

造粉雪小镇，升级沉浸式文化演艺《粉

雪传奇》和沉浸式体验街区金代古街、

云顶市集，不断丰富长白山自然博物

馆、民俗博物馆等文化体验项目，增设

长白山雪绒花娱雪乐园体验项目，升级

驯鹿园，建设容纳千人蹦迪、烟花秀、电

音节等大型娱雪乐园。香港演员团队

来到二道白河镇，感受着东北“宝藏小

镇”的惬意。长白山雪绒花娱雪乐园

内，一排排洁白可爱的雪人组成的方阵

吸引香港演员们停下脚步拍照留念，十

分“出片”。

12月20日，香港演员团队来到长春

天定山滑雪场，领略吉林“粉雪”的独特魅

力。“来到长春滑雪我很兴奋，这里可以一

边滑雪一边欣赏风景，很享受。”香港演员

刘若宝说。这个雪季，长春市以“北国春

城、娱雪天地”为主题，着力突出“长春冰

雪好玩儿”的特征，从游客视角规划冰雪

产品，打造注重差异化的冬游体验，规划

布局全域冰雪产品格局，推出7大板块、

300余项主题活动，以新项目、新产品、新

内容迎接八方来客。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香港演员们穿梭

在展厅之间，不时驻足凝视，细细品味每

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他们被《白毛女》

《五朵金花》《英雄儿女》等经典影片的剧

照所吸引，伍咏薇看到之后兴奋表示：

“《刘三姐》我知道的，在中国香港也有播

出。”

12月21日，香港演员们登上54路文

旅东北虎专列，观看精彩的皮影戏表演。

在长春冰雪新天地，大家体验了冰雪滑

梯、雪漂流等项目，冰雕雪雕、冰溶洞等冰

雪景观让港星团队惊叹连连。此次活动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希望能够有更多

的机会再游吉林，继续体验这片土地上的

冰雪魅力和人文风情。

港 星 打 卡 大 美 吉 林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李婷 冯荟羽）今

天，2024—2025新雪季中国·吉林市畅游松花

江冬泳活动在江滨公园松花江水域举行。

上午，吉林市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

左右，江滨公园内沿江步道和江滩上早已

是人头攒动。人们在赏凇戏雪的同时，也

期待着看到泳者挑战寒江的场景。9时

30分，趣味热身活动——泳装雪地足球

开场，让大家的热情一下高涨起来。

10时许，参加冬泳活动的人员换装，

打着队旗出场，安全有序地进入江水，开

始在近岸的环形区域内激情畅游。随后，

30名冬泳达人乘船离岸，在200米外的江

心下水，以不同的泳姿，劈波斩浪，进行

“激流挑战”。在救援船只护航下，他们挑

战成功，顺利上岸，引发观众热烈掌声和

欢呼，将本次活动推向高潮。

据了解，共有240余名冬泳爱好者参

加本次活动，其中年龄最大的70周岁、最

小的30周岁。来自辽宁、黑龙江等地的

冬泳爱好者也参与了这项活动。

吉林市举办畅游松花江冬泳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添怡）为持续规范人参临床应用管理，进一步扩大人

参在中医临床中的应用范围，近日，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全省中医

医院人参临床应用工作视频培训会（第二期）。培训会通过省远程视频会

议系统召开，主会场设在长春市中医院，分会场设在各接入省远程会诊系

统的中医医院。

培训会邀请全国名中医赵继福进行授课讲解。赵继福从医50余年，

在临床应用中善用人参，疗效显著。他通过展示不同类型的人参及相关

产品，从人参食疗养生、临床运用、配伍等方面进行了详解。赵继福指出，

想要用好人参，需要遵循“准确辨证，用量适宜；配伍得当，因人而异”的临

床应用原则。

人参具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生津养血、补脾益肺、安神益智等功

效。作为常年跟诊弟子，长春市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彭敬师说：“赵老师

真的是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他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别让人感动，讲解

的内容对我们如何用好林下参，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悉，林下参是指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15年以上的人参。我

省自今年11月1日起实施《关于医保支持林下山参中医临床应用若干政

策措施的通知》。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林下参

费用，可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毕明深表示，此次培训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扩大人参在中医临

床的应用范围，恢复传统中医对林下参应用的有力举措。未来将持续开

展此类培训，规范人参的临床应用管理，同时推进临床医生在优势病种方

面科学合理使用林下参，切实提高临床疗效，惠及更多百姓。

善用人参 辨证为要
全省中医医院人参临床应用工作视频培训会举行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裴雨虹）作为2015年度全国唯一一部由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的小剧场项目，话剧《南门客栈》自首演以来，已在全国演出

百余场，好评如潮。今天，记者从《南门客栈》进驻长白山驻演暨《南门客

栈》少年版戏剧营开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话剧《南门客栈》将于2025年

进入长白山景区驻场演出，《南门客栈》少年戏剧营即将进入选角、排练阶

段，一批热爱戏剧的青少年将在长春复刻演出这部经典话剧。

话剧《南门客栈》以喜剧的表演形式呈现了“小人物、大气节”，讲述了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和百姓团结抗日的血泪史，刻画了不同人物的家

国大义和民族情怀，深刻诠释抗日救亡的宏大历史和小人物身上体现出

的爱国主义精神。

该剧总导演陈晓峰表示，此次《南门客栈》入驻长白山景区，是“故事

回到了它的发生地”“剧中开启故事的大车店，就坐落在长白山脚下。长

白山是广受国内外游客喜欢的旅游胜地，而《南门客栈》讲述的则是吉林

人自己的故事，展现的是发生在吉林大地上的一段深刻真实的历史记

忆。相信接下来在长白山的驻场演出，一定会给那里的游客送上更丰富、

更难忘的体验。”

为了以实际行动生动展示新时代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少年版

《南门客栈》于近期开营排练。据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吉林省关工委满

天星艺术团负责人崔维娜介绍，在该剧排练期间，不仅原剧主创人员会

到场对孩子们进行指导，还会借助原剧的舞美道具让孩子们在排练过

程中有更深入的体验。“通过排练这部话剧，孩子们一定能够感受到戏

剧的魅力、文化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也会让他们更加了解那段艰苦卓

绝的抗战岁月。”

美 丽 长 白 文 旅 上 新
话剧《南门客栈》将进入长白山景区驻场演出

本报讯（记者赵蓓蓓 庞智源 实习生姜雨佳）走进辽源市动植物园，

虽然室外寒气逼人，但丝毫没有影响市民参观散步的热情。穿梭于园区，

只见一些花灯展造型已经粗具雏形，市民迫不及待地上前拍照录视频，与

此同时，在园区各角落，工人们顶着严寒，身着厚厚的棉衣，紧锣密鼓地加

快花灯展各项施工进度。

为进一步丰富和满足广大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城市活力，

提升城市的辐射力、聚集力和文化魅力，以“龙腾丰稔岁，蛇舞吉庆年”为

主题的辽源市首届花灯展，即将于12月31日晚盛装亮相。

辽源市动植物园专门聘请了多位精通灯艺的匠人，在保留经典的

同时，因地制宜加入地域文化特色，引入光雕技术，秉承“白天是景晚

上是灯”的设计理念，融入2025年的蛇元素、VR技术、国潮元素等，并

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结合，打造集社会艺术、历史文化和经济旅游

价值于一体的形、色、声、光、动大型花灯展，带给游客一场无与伦比的

视觉盛宴。

在辽源市动植物园园区内，记者看到了一座临时搭建的建设厂棚，工

匠们全神贯注地忙碌着。他们精心制作着每一盏灯，细致地焊接线路，小

心翼翼地安装灯泡，力求让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五彩的绸缎在他们

手中被巧妙地裁剪、折叠，化作了灯盏上精美的装饰。各种材料在他们熟

练的操作下逐渐成型，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75岁的辽源市民徐淑娟告诉记者：“我们几个老姐妹没事儿总喜欢

到这里散步拍照，这里空气好、景色美，是家门口的打卡点，听说月末有花

灯展，我们这两天总过来看看施工进度，期待能快点建好，市民又多了一

大看点！”

辽源市首届花灯展紧锣密鼓筹备中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李玉鑫）今天，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吉林省

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长春市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新时代城市群都市圈高

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新时

代城市群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举措、新任务，共同为吉林省域

新时代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贡献智慧。

会上，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长春都市圈建设

与发展的基本情况，随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湖北省社

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分别以《新时代我国都市

圈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共同体建设及其对哈长城

市群发展的启示》《武汉都市圈发展路径与新使命》《以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带动东北全面振兴》《基于国内贸易视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比较与启示》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长春都市圈发展研究》为题作了主旨发言，并分

享前沿理念与实践经验。

会议指出，随着人口的快速集聚和城市功能的日益复杂，城市治理在

环境承载、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面临着更高的要求，面对

这些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系列论述和总书记在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的敢闯敢干加实干总体要求为指

导，高标准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各项

措施落地落细，抓住中央布局和省域发展契机，整合长春、吉林、四平、辽

源等城市的资源优势，努力形成区位互补的良好发展格局，让长春现代化

都市圈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研讨会还设置青年论坛环节，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城市群都市圈

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展经验进行交流讨论。

新时代城市群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召开

日前，长春市宽城区上

海路万达广场正式开业。这

座新的商业地标点燃了区域

商业发展新引擎，为长春注

入新业态、新活力。图为市

民在商场深度体验新业态，

现场热闹非凡，人潮涌动。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