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参加消防救援

工作马上就迎来第 20

个年头了。”面对记者的

采访，白城市消防救援

支队战勤保障科装备技

师张震说。今年春节，

将是他坚持在值班值守

岗位上的第19个春节。

“要说不想家，那是假的。”每到这个时候，在河北老家的

父母都会打电话或是视频反复叮嘱他，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要他安心工作，出警注意安全。张震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全

市消防救援队伍的70余台各类消防车辆、千余套灭火救援器

材装备进行日常巡检、维护和保养。

“消防车辆的种类很多，有日常灭火的水罐消防车、扑救

特殊火灾的泡沫消防车、担负抢险救援工作的登高平台消防

车等。器材设备的分类就更多了，冬季冰面救援、水下救生装

备、交通事故处置的破拆工具组……”谈起装备，张震如数家

珍。

春节期间是火灾高发期，消防救援人员要时刻保持高度

的“战备”状态。“全市共有9个消防救援站，分布在主城区、各

县（市）。每一个消防救援站都要走一遍，对消防车、器材装备

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确保所有的车辆和装备器材能够在

长时间极寒低温环境下保持良好运行，确保在各类灭火救援

处置过程中能够安全可靠使用。”连日来，张震显得格外忙碌。

多年的装备技师工作经验，让张震能够凭借听觉就准确

判定故障点。多年来，经他排查的故障和维护的装备无一“冒

泡”，队友们对张震娴熟的技术无不竖起大拇指。

“自己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队友都学会爱护

装备、维护保养装备。”张震说，在对消防救援站的装备维护巡

检中，他都将掌握的专业技能知识耐心地讲授给大家。

落日余晖映晚霞，城市里的万家灯火依次点亮，呈现出一

幅平安祥和的美好画卷。“城市的夜景真美啊，这一刻我感觉

到自己的工作价值具象化了。”张震的巡检工作还在继续。

用“敬业福”守好群众“平安福”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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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石林 记者祖维晨）1月18日19

时，越南越捷航空公司VJ5486次航班由芽庄飞

抵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标志着长春往返越南芽

庄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正式复航。航线恢复，不

仅为两地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方式，也

开启了跨境旅游“双向奔赴”的新篇章。

据悉，芽庄至长春航线是由越南越捷航

空公司执飞的VJ5486和VJ5487次航班，每周

六执飞一班。12时20分从芽庄起飞，19时抵

达长春；20时15分从长春起飞，次日01时25

分返回芽庄。（以上均为北京时间，实际航班

计划以航空公司运营为准。）

为做好该航线护航保障工作，长春边检站

积极与机场相关单位沟通协调，提前掌握航班

动态，科学配置警力，优化查验流程，增设外语

服务队民警，为游客提供政策咨询、语言翻译、

暖心帮助等服务，确保游客在通关过程中，遇

到任何问题都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的推出，我省冰雪旅

游持续火热，境外游客来长春旅游人数逐渐

增多。长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从今年1

月1日开始，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

人员数量持续上涨，预计春节期间出入境人

员同比增长约43%，外国入境通关数量同比

增加100%，1月26日开始达到客流高峰。

据吉林省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启成介绍，此次航班出境团组以老年人

为主，随着春节到来，学生和家长团组将会大

幅增加。“边检机关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给我

们从事旅游的企业提供了很多支持，也增添

了很大的信心。”

长春边检站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要查

看证件有效期，确保证件有效；提前到长春龙

嘉国际机场T1航站楼，预留充足的出入境手

续办理时间，并妥善保管好个人出入境证件；

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向现场执勤的

移民管理警察求助或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

12367服务热线。该站将继续关注旅客流量

变化、现场通关秩序等情况，统筹做好口岸管

控和服务保障各项工作。

长春至越南芽庄航线复航

开启跨境旅游“双向奔赴”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郑玉鑫）日前，记者从主要粮

食作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年度工作总结会暨主

粮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创新战略研讨会上获悉，

2024年，主要粮食作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入选全

省农业主导品种24个，农业主推技术37个。

2024年，主要粮食作物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耐密宜机收玉米新品种“吉单962”实现亩

产1077.9公斤；水稻新品种“吉粳575”在“中

日优质食味米鉴评会”中夺得食味“最优秀

奖”；大豆高油新品种“吉育4520”实现20亩连

片实收亩产275.5公斤。同时，在全省农业十

大重点主推技术中，该中心占6项，其中，“东

北半干旱区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入选国家

农业主推技术。“玉米单倍体育种高效技术体

系创建及规模化应用”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东部冷凉区玉米覆膜密植高产技术首

次在千亩示范田实现亩产1020.86公斤，比对

照增产39.15%，实现规模化增产新突破；重度

苏打盐碱地绿色种稻技术实现当年亩产

1097.2斤，创造全省盐碱水田改良新纪录。

据了解，主要粮食作物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于2021年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

建，联合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吉林农业大

学、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省内优势力量共建。主要粮食作物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王立春表示，2025年为全面支

撑技术落地，该中心将继续以发展现代化大

农业为主攻方向，重点围绕主要粮食作物产

能提升、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持续紧跟科技创新前沿、聚焦生产需

求，与各共建单位形成合力，为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支撑。

会议当天，同时举行了学术委员会委员聘任

仪式，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

作总结报告并为全省首批33家合作单位授牌。

入选全省农业主导品种 24 个
主要粮食作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

2024年12月19日，中交一航局五公司

承建的吉林省重点国有林区森林防火应急道

路建设项目正式完工。在吉林长白山西麓的

敦化森林里，新建改造的136条道路蜿蜒于

大山密林中，将有效改善林区的通行能力，提

高森林防火应急保障能力，促进敦化市林区

经济发展及乡村振兴。

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最大的特

点就是时间要短，速度要快，有效工期202

天，要想保证现场施工又好又快，各工序必须

做到“无缝衔接”。

项目开工前，需完成道路通行、桥涵破

损、环境情况等勘探工作，为后续施工提供准

确信息和数据支撑，项目团队的第一件事就

是派青年突击队进行了近一周的实地考察。

春天的雨后，林间泥土松软异常，茂密的

树枝和灌木不时刮擦车身，甚至直接挡住前

行的去路。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相对平坦的空

地，小分队赶紧架设好设备，开始记录数据。

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逐渐将笔记本页面占

满，这也成了前期策划最宝贵的一手资料，为

施工策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路况很差，大车一次只能进一辆！千万保

持顺序！”生产经理马彦伟的声音在施工现场传

来，大家不敢马虎，盯着每辆车、每个人的每一

个动作，几个主办技术员与工人各司其职、配合

默契。挖掘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夜的寂静，一辆

又一辆运输车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2024年9月中下旬，东北已是深秋，浩瀚

林海，千万棵青松间显出数条“深灰色”的道

路。主路已经初步成型，可施工现场路面狭

窄，运输车辆经常造成道路“梗阻”。

“道路宽度设计为4.5米，错车道宽度方

案设计7.5米，但运输大车长度往往能达到8

米，掉头费劲。”技术员王鸥抛出这个挡在施

工效率的难题，运输速率问题是摆在大家面

前的真正“大考”。

查阅大量资料后，技术员陈帅率先提出了

解决方法，“通过减少同时在施工现场的大型车

辆数量，可以减少掉头的需求，从而减少拥堵。”

经过反复试验，发现掉头是顺利了，可车

辆少了，速度依旧很慢。“查看施工红线，调整

错车道宽度，增加磨耗层施工进度。”经数小

时奋战，大家找到了最佳的施工布局方案，依

旧执行每隔500米一个错车道，并将错车道

宽度调整至9米，问题迎刃而解。

来到冬天，项目临近完工，建设团队一刻

不敢松懈。隆冬时节的敦化很冷，冻融交替，

夜间路面迅速结冰，变得湿滑，不仅给周边村

民运输粮食带来不便，也给工作人员的运料

带来了诸多困难。

按照原先方案，需要购置大量融雪剂保

证施工生产，考虑到成本和效率情况，项目组

决定采用“清”与“撒”双线并行，“先组织人员

和设备进行除冰除雪作业，采取随下随清原

则，减少冰雪在路面积存的时间。特殊路段

撒上煤渣，避免事故发生，确保群众安全出

行。”主办技术员刘烈魁介绍说。

看到用黑色煤渣化雪的村民们，一开始

并不乐意。“这哪来的黑不溜秋的煤渣，整得

多脏，挺影响环境的。”路过的村民向施工人

员抱怨。“这是我们刚进的煤渣，铺上就不用

担心周边道路发生事故了。”面对村民的担

忧，物设部部长郭学伟耐心地解释。

得到了村民们的理解，现场施工也格外顺

利，“看，这煤渣的效果真不错！”一位工人指着

已经开始融化的路面说。“施工收尾在即，做好

防滑工作，储备充足的防滑料，既能保证施工

的顺利进行，也能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出行。”

两百余个日夜，大干快上，一条又一条新

路蜿蜒至山林深处，一幅道路新、生态美、百

姓乐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202天、136条道路，记录林海雪原之变
胡毅慧 本报记者 吴茗

蹲点笔记

近年来，桦甸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契机，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着力增进惠民福

祉，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助力城市环境面貌不

断改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增

强。

近日，走进桦甸市橡胶厂小区，昔日破旧

杂乱的景象不复存在，新安装的路灯照亮了

夜行路，公共休闲区域多了，居民脸上的笑容

也更灿烂了。

“我住在这个小区20年了，感觉这小区

环境是越来越好，让人越住越舒心。”住在橡

胶厂小区的马女士介绍说，“过去，因为小区

老旧，缺少物业管理，疑难杂症多。现在小区

变了样，外露管线规矩了，排水管网更换了，

大家再也不用为下水总堵而烦心了。”

据悉，桦甸市于2019年起实施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他们深入群众听取建议，制定施

工方案，多个项目同步施工，一次性完成了地

下管网综合改造、楼顶防水更换、路面平整、

楼体翻新等工作。截至目前，当地共完成

242个老旧小区改造，改造面积173万平方

米，惠及2.12万户居民。

漫步在桦甸的大街小巷，不时会被“口袋

公园”所吸引——设计精巧的空间布局、蜿蜒

伸展的休闲步道……无不体现设计者对百姓

生活的关心与体贴。

在桦甸市磐桦路中段、孔雀城西侧，有一

个同心园，盛夏花团锦簇，金秋落英缤纷，总

能吸引周边百姓和游客前往。它占地总面积

约2.9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20万元，新建了

730米人行步道、200平方米健身场地，栽植

梧桐树、紫叶稠李、水曲柳等乔木3000余株，

花卉1.5万余株，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设计

和布置了凉亭、景观石等。该市注重将生态

环境建设与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功能融

为一体，像同心园这样的“口袋公园”共有28

个，都是灵活使用“小、散、碎”边角地建设

的。同时，提升了公园、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

的品质。自2023年以来，桦甸市对金城公

园、白桦园、丹枫园、金城广场、清水绿堤广场

进行了改造提升，栽植补植乔木1455株、花

卉23万株、绿篱2460平方米、草坪6.1万平

方米。目前，桦甸市城市绿化面积达743公

顷，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人居环境让当地百

姓幸福感提升、获得感满满。

同时，桦甸市坚持城市管理和综合治理

工作同步，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以来，当地累计清理野广告约

2.4万处，规范整治架空线缆问题约2267个，

清理各类垃圾13.7万吨，拆除各类违章建筑

87处约2580平方米，更换街路垃圾桶1730

个，修复马路条石、树围石约500处，粉刷临

街建筑、居民小区楼道墙体超50万平方米。

为守护创建成果，当地建立了人居环境

整治长效机制，成立督查巡逻小组，对各人居

环境整治情况“回头看”，发现问题现场拍照

交办，限期整改。党员干部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开展全方位、高频率的宣传引导，发

动群众及时清理楼道垃圾和废弃物，形成“干

群联动，全民参与”的良好风气，推动人居环

境整治取得实效。不久前，在桦甸市永吉街

道，街道、社区、物业干部一起，利用“人力+机

械”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对小区单元楼道、居

民楼前后、小区停车棚等处的乱搭乱建、乱堆

乱放乱象进行全方位整治，共清除沉积垃圾

和废旧物60余车，清理废旧自行车、电动车

520余辆、“僵尸车”15辆。此外，定期组织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全市各部门工作人员

下沉到包保点位仔细清扫。市民们表示：“看

到这么多人为改善我们城市环境而努力，我

们也要从自己做起，自觉养成良好习惯，为

‘创城’助力。”

桦甸市：

同创文明城市 共享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丁美佳

本报讯（记者李婷 姜岸松）鼓声阵阵、水花飞溅，勇士奋

楫、龙舟竞发。1月18日上午，2025中国·吉林市国际冬季龙

舟邀请赛在吉林市船营区临江游园下的松花江水域开赛。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温州、吉林市本地以及境外

的12支队伍、共计170名运动员参加本次比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龙舟协会、吉林省体育局、吉林市人民政

府主办，吉林市体育局、吉林市体育总会承办。此次比赛分为

公开组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两个项目。

当日最高气温为3℃，松花江畔的长堤上聚拢了大量

市民。随着鼓声响起，一艘艘龙舟如离弦的箭冲出起点，

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在每一艘龙舟上，鼓手掌控节奏，舵

手把控方向，12名划手奋勇划桨，在松花江上划出一道美

丽的弧线。选手们伴随着观众的喝彩和掌声，鼓足力气奋

楫争先。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赛事还邀请了专业的体育主持人

现场解说。主持人从龙舟赛裁判如何判定撞线计时到龙舟所

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向观众详细地加以阐释。

南京龙舟人龙舟队领队陈皓说，来吉林市参赛一如既往

地感受到东北人民的热情，今天天气也很暖和，各方面条件都

很好。到北方来感受这种龙舟文化，对南方人来说是弥足珍

贵的，冬天也有龙舟可以滑，感觉非常好！温州市苍南县聚龙

龙舟俱乐部领队陈思旭说，以前他从来没有在这么冷的天气

里比赛过，体验很不一样。到这里来，他感觉民风很好，并祝

吉林市和温州市两座城市关系越来越密切。

经过激烈角逐，东北电力大学龙舟队、温州市苍南县聚龙

龙舟俱乐部龙舟队、广东南海龙舟文化发展促进会龙舟队获

得两项比赛总排名前三名。

吉林市国际冬季龙舟邀请赛火热开赛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李铭）欢乐辞旧岁，红火迎新年。

今天，通化县首届年货大集热闹开市，逛大集、买年货、品美

食、看演出……“一站式”赶集之乐年味浓、消费旺。

走进年货大集，吆喝声此起彼伏，各具特色的年货摊位沿

大集两侧一字排开，地道小吃、特色零食、生鲜冻货以及春联

福字等节日用品应有尽有，烟火气缭绕。消费者穿梭往来，在

浓浓的迎新春氛围中挑选心仪年货。

“我们买了糖、对联、饮料，还有一些冻货，刚才还排队领

到了免费的糖葫芦。这是我第一次赶大集，新奇、开心又热

闹，年味特别足。”14岁的祁麟和家长满载而归。

欢欢喜喜迎新年，除了美食“PK”、年货摊位“打擂”，现

场更是好戏连台。秧歌队员使出浑身解数，“高跷打飞

脚”“鹞子翻身”等绝活儿引来观众阵阵掌声；身着霞帔的

醒狮与观众亲密互动，传递着新年的祝福和喜悦；备受瞩

目的京剧变脸更是将演出推向了高潮，随着面具不断地变

换，叫好声接连不断……“看大戏、过大年”的喜庆氛围十

分浓厚。

同时，现场设立通化县“第一书记代言”年货大集，26位

村书记携30余类农特产品，助力年货大集，朝鲜族泡菜、玉

米、水果萝卜、蜂蜜……地产乡村好物吸引众多消费者争相购

买。

“本次年货大集通化县共出资30万元发放代金券，每张

面额20元，无消费门槛，带动人气热起来、新春闹起来。”年货

现场负责人庞文介绍道。

据了解，本次年货大集将持续举办8天，截至1月26日。

全场共66个展位，设室外美食区、冻品区、百货区、游戏区、室

内果蔬区和第一书记带货区等多个活动区域。

通化县：

年货大集“年味”浓

本报讯 第十三届吉林省政协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主任

孙洪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吉林省纪委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第十三届吉林省政协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主任

孙洪君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吉林市高度重视古建筑
的保护工作，不断加大对历史
建筑的修缮、保护力度，深入
挖掘古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
和文化内涵，同时将古建筑与
旅游产业有机结合，推动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图为游客在
乌拉街镇的乌拉魁府内打卡
拍照。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