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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中，吉林展位内，松花砚凭借其独特风

采，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之一，向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吉林深厚的文

化底蕴与精湛的松花石制作工艺。

品类丰富，彰显产业活力

白山市江源区作为松花石的重要

产地，此次带来了1000余件精美的松

花石产品。这些产品以细腻温润的质

地、斑斓绚丽的色彩，吸引着众多参观

者驻足观赏。

在白山市江源区展售的300多件

砚台中，包含了手工砚台和机制砚台

两个种类。展台上，一方方砚台或古

朴典雅，或精巧灵动，不仅展现出松花

石雕刻工匠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也展

现出当下松花砚机制工艺的成熟，浓

缩着吉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活力。

“我们希望通过传统技艺与现代

创意的结合，让松花石能够绽放出更

大的魅力，相信未来松花石产业将迎

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白山市江源

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馆长刘丹说。

创意十足，触摸吉林人文

在通化市信通龙兴里石运文创的

展台上，几方造型特殊的松花砚一字排

开，似是等待着参观者的触碰。通化市

松花石砚协会秘书长武春阳告诉记者，

之所以这样布置，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亲

手触摸到松花石的质地，近距离感受造

型上的每一个细节，“在这种细致地接

触中，大家能够进一步了解松花砚，也

能够触摸到吉林的人文风情。”

造型别致是这一展台最大的特

色。展台上，今年新推出的松花砚“吉

林”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黄绿相间

的砚台，上方正中间一枚如意图案寓

意吉祥，小巧圆润的人参占据整个右

下角，而砚台周身的波浪水纹则源自

长白山矿泉，“这不就是长白山‘新三宝’嘛，人参、矿泉、松花

砚！太有创意了！”参观完整个展区的河南游客刘大鹏带着对

吉林的了解，发现了砚台中藏着的“奥秘”。

文创出新，尽显文化魅力

在彭祖述艺术馆展台前，一系列松花石文创产品受到欢

迎。“宫廷砚”系列冰箱贴将清代松花石宫廷砚等比例缩小，可

磨墨、可拓印、可把玩。“把千年篆刻穿在身上”文创T恤极具

新意，人们亲手用松花石大印章将“吉林非遗”“欢喜如意”等

字样印在白色T恤上，参与性强又充满个性。“穿着这件T恤就

像一个活广告一样，很有趣，我愿意为吉林‘代言’。”广州游客

柳先生穿上T恤笑道。

据彭祖述艺术馆馆长张家宁介绍，此次带来的9种松花

石文创是近一年来新推出的产品，“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松花石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身为从业者，我们对未来

很有信心，也非常有动力继续开发更多贴近百姓、具有地域特

色的产品。”张家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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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吉林省医保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以“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

服好务”为目标，改进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思

路、优化服务流程，全方位构建优质便捷的

医保服务体系，切实把群众医保相关大事小

情解决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从“分散服务”到“集成服务”

“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医保服务

提质增效

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

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聚焦业务不协同、

系统不互通、标准不统一、服务不便捷等堵

点、痛点问题，统筹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推进

完成“15分钟医保服务圈”“出生一件事”“退

休一件事”等28项工作任务，实现办事方式

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事材料最简化、

办事成本最小化，不断增强参保单位和群众

的满意度。

“以往办理新生儿医保，需要身份证、户

口本等一堆材料，还要往返于社区、医院、经

办窗口，一折腾就是三四天。”在长春市医保

服务大厅内，初为人父的张先生感慨道，“原

本我还在担心新生儿落户前的医疗费用垫付

问题，现在在导服人员的指导下，手机上简单

操作，新生儿医保就办成，真是太方便了。”

从“人工服务”到“智能交互”

DeepSeek持续拓展应用范围和场景

积极响应国家数智赋能工作部署，探

索人工智能技术与医保管理深度融合，完

成DeepSeek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开展基础

模型训练，试点推出2项应用场景：一是医

保AI客服“智慧助手”。全面应用DeepSeek

重构医保智能客服知识库，“医小宝”AI机

器人在省直医保服务点不间断为参保人员

提供业务智能导引，精准解答政策，有效节

省群众办事时间。二是医保 AI业务协同

“智慧助手”。

依托DeepSeek实时解析与深度学习功

能，梳理整合医保政策文件和业务流程，通过

全省经办协同平台，提供交互式政策业务辅

导，帮助全省各级医保经办机构精准把握、规

范落实各项医保惠民政策。

从“数据孤岛”到“一药一码”

药品追溯码实现对药品全周期精

准跟踪管理

“以前，我都是拿药就走。自从了解到药

品追溯码后，每次买药我都很注意扫码环节，

作为群众也能参与并监督国家药品安全管

理，很自豪，这下买药更放心。”长春市民王女

士刚刚买完药，就用手机扫码查看药品的相

关信息。

药品追溯码是药品的“电子身份证”，是

每一盒药品从生产出厂时就被赋予的唯一身

份标签。药品追溯码打破数据孤岛，有效解

决部门之间系统不互通、数据不共享问题，让

监管部门得以全面掌握药品的动态信息。利

用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特点，可实现药品来

源可溯、去向可追，让假药、回流药、串换药

“无处藏身”，既保障医保基金安全，又确保群

众用药质量。

截至4月底，全省共采集药品追溯码信

息16亿条，覆盖所有市、县，定点医疗机构

接入2516家，定点零售药店接入12190家，

“无码不付”有坚实基础，医保“码时代”已经

到来。

从“低效繁琐”到“高效便捷”

智慧医保提升“一老一小”服务水平

重点突破“一老一小”就医便捷化改革，

在全省范围内加速推进医保综合服务终端应

用，实现刷脸支付，不仅为参保群众提供便

利，也极大地提升定点医药机构的服务效率，

有效解决“忘带卡、操作难、排队久”等民生堵

点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上线医保综合服

务终端3800余台，约2800家定点医药机构

（三甲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药店）实现

医保刷脸支付。

“什么都不用带，刷脸就医对我们记忆力

差的老年人来说很方便。”在吉林省肿瘤医院

就医的李女士说。通过医保综合服务终端，

参保人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时，无需携

带实体卡，也无需展示医保码，直接“刷脸”即

可完成药店、医院的医保结算。医保综合服

务终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将支付流程简化

到“刷脸即付”，大幅缩短等待时间，提升服务

效率。

为全面提升医保服务适老化水平，进一

步升级群众医保办事体验，推出适用于老人

和儿童的“线上亲情付”，参保人只需操作自

己的手机，就能为家庭中的老人和儿童支付

诊间费用，大大节省就医排队等候时间，让整

个诊疗过程更加顺畅和高效。此外，当老人

独自前往医院看病而未带医保卡时，子女也

可以远程为其支付费用。

“以前，孩子们上班没时间，我就自己来

医院看病，可是排队缴费时间长，手机缴费还

不会操作，真是急死人。”年近七旬的长春市

民李大妈说，“现在好，孩子们在手机上就把

费用给缴了，看病顺畅多了。”

为方便群众购药，及时了解当前药品价

格，省医保局上线“医保药品查询比价”系统，

让群众在购药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不花冤

枉钱。通过该系统，百姓买药既能查询药品

信息、对比价格，还能快速定位导航到店，省

时省力还省钱。截至目前，“医保药品查询比

价”系统已经服务40多万医保用户，查询量

高达200万次。

从“多次跑”到“一站式”

“521”举措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真没想到，出院之前，费用结算、新生儿

参保、生育津贴领取这些医保业务就都一站

式办完，真是太便捷了。”近日，吉林省参保职

工范女士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分娩出院时高

兴地说道。

“521”举措，包括“五专”“两免”“一即

时”，即设立生育服务医保专员、提供生育医

保业务“专办”、开通医保生育服务“专线”、

编发生育保险知识宣讲“专辑”、开辟生育政

策解读“专栏”；省内生育备案“免申即享”、

生育津贴“免跑即享”；省内跨域生育费用

“即时结算”。

当前，省内参保女职工可就近享受产前

检查和生育住院待遇，生育备案“免申即享”；

生育津贴可由医疗机构直接申请，医保经办

机构确认后拨付，无需本人去医保经办窗口

办理；全省统一医保结算标准，省内跨域生育

费用即时结算，“线上亲情付”能够让家属代

缴费用，方便孕产妇结算报销。同时开通

12393医保客服平台生育保险专线、制作医

保短视频、开设政策集锦专栏等，为参保人提

供精准政策宣传及解读服务。

服 务 亲 民 数 智 便 民 政 策 惠 民
——吉林医保创新书写民生幸福答卷

本报记者 何泽溟

在查干湖畔，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

蹲在田埂上，粗糙的手掌抓起一把黝黑的泥

土，眼中闪烁着军人特有的坚毅：“黑土地就

是我的战场，我要让盐碱地长出‘金豆子’。”

他是松原金阳光“三农”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大志，一位用19年光阴在盐碱地上书写奋

斗传奇的退役老兵，也是带领乡亲们脱贫致

富的民营企业家。

1998年嫩江抗洪大堤上，刚退役8个月

的张大志徒步15公里奔赴一线，连续奋战25

天，双脚溃烂仍不下火线，最终以“全国抗洪

模范”身份登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当组织

要为他特事特办安置时，这个农村娃却选择

了达里巴乡农业站：“我是农民的儿子，就该

回到土地里，带大家过上好日子。”

在农业站走村串户的日子里，他目睹盐

碱地的荒芜，内心逐渐埋下创业的种子。

2009年，他毅然扔掉“铁饭碗”，创办金阳光

“三农”服务公司。公司名字里的“服务”二

字，是他对乡亲们的承诺：“紧贴‘三农’政策，

就得实实在在为大家办事。”流转200公顷盐

碱地那年，他站在白茫茫的荒地上发誓：“就

算赔光家底，也要让这片地长出粮食！”

创业初期的艰辛远超想象。头两年，盐

碱地颗粒无收，700万积蓄血本无归，还欠下

300万外债。亲戚朋友说他“疯了”，他却像

坚守阵地的士兵般倔强：“盐碱地改良就像攻

坚战，必须啃下硬骨头！”

他带着团队扎进农田，白天测土配方，晚

上熬夜查资料、访专家。与吉林省农科院团

队耗时多年，反复试验千次，终于摸索出“以

肥压碱”5S土壤改良法——先用有机肥“唤

醒”板结土壤，再用微量元素“激活”肥力，最

后引入“稻蟹共养”生态模式。“别人改良要五

六年，咱就得想办法跑赢时间。”他卷起裤腿

展示变形的双腿，“这‘内八字’是用每天20

公里的田埂路走出来的‘军功章’。”

站在农场的瞭望台，张大志指着远处的

规划图：“这里要建稻田画体验馆，这里搞‘稻

蟹共养’观光区，将来游客能亲手抓蟹、收割

新米。”推动“农业+旅游”融合，打造“查干湖

文化旅游大生态圈”，让盐碱地变身“田园综

合体”，张大志的理想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

里，咱守着黑土地，就得种出最安全的粮食。”

他的目光投向更远处——规划中的智慧农业

系统即将落地，可降解地膜除草技术已进入

推广期，“三降三提高”（降化肥、降农药、降成

本，提品质、提肥力、提附加值）的绿色种植标

准正在改写盐碱地农业规则。

“只要还有一亩盐碱地，我的‘战斗’就不

会结束。”张大志说。

从抗洪大堤到盐碱战场，从“一人突围”

到“万人丰收”，张大志用军人的担当和企业

家的智慧，在黑土地上书写着“藏粮于技”的

时代答卷。

退 役 老 兵 盐 碱 地“ 掘 金 ”
——记松原金阳光“三农”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大志

本报记者 王欣欣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郭悦）今天，“与人民同行”文艺志

愿服务系列活动之“同心逐梦 文化兴边”边境地区文艺演出

在白山市浑江区滴台村、二道沟村、仙人洞村、大路村接连上

演。由吉林省歌舞团等专业院团演职人员组成的文艺志愿服

务小分队在晨曦与暮色间穿梭，为当地村民带来四场文化惠

民演出，让欢声笑语在白山乡野间回荡。

清晨，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沿着G331国道一路前行，来

到滴台村。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本次演出为这如画的景

色更增添了几分欢乐。随着清脆的鼓点响起，二人转经典剧

目《墙里墙外》惊艳登场，演员们扇子翻飞、妙语连珠，诙谐幽

默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在仙人洞村，互动小魔术更是

神奇火热，文艺志愿者指尖轻舞，气球瞬间化作白鸽展翅，丝

巾眨眼变成娇艳玫瑰，引得乡亲们纷纷瞪大眼睛，惊叹声与掌

声此起彼伏。当《站在草原望北京》《红旗飘飘》等熟悉的旋律

在大路村响起，全场观众自发跟唱，歌声与清风交织，勾勒出

一幅其乐融融的乡村文化图景。“这场演出太地道了！演员们

功底扎实，每个节目都看得过瘾，盼着以后多来！”白山市浑江

区二道沟村村民张秀娟为活动点赞。

从极具吉林特色的美丽舞蹈，到深情讴歌祖国与美好生

活的动人歌曲，再到贴近百姓生活、充满乡土气息的精彩演

绎，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以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演出，为

乡亲们送去文化盛宴。迎着朝阳出发，踏着晚霞返程，他们用

脚步丈量土地，用艺术传递温暖。“每次下基层演出，看到乡亲

们脸上的笑容，就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吉林省歌舞团声乐

演员丁巍感慨道，“这不仅是演出，更是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

众心与心的交流。”

送演出下基层到村口
省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白山4个村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企业家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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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4日讯（记者代黎黎）今天上

午，以“阳光心灵·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吉林省

暨延边州第二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

月活动在延吉市启动。

此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

延边州委宣传部、州教育局，延吉市委宣传

部、市教育局承办，旨在汇聚多方力量，开启

全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新征程。

启动仪式在青春洋溢的合唱与触动心灵

的校园心理剧展演中拉开帷幕。“家校社医”

代表联合宣读倡议书，呼吁构建家庭尽责、学

校主导、社会协同、医疗支撑的心理健康守护

网络。活动现场向留守儿童家长等赠送家庭

教育资料。

启动仪式后，吉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润

心行动”家庭教育周末大讲堂（第十二期）同

步开启线上直播，吉大一院心理卫生科主任

田润辉围绕“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预防、识别

与应对”展开讲座。

据了解，本届宣传月活动分层推进、亮点

纷呈：省级实施“四个一”专项行动，包括家庭

教育大讲堂、优秀案例宣传、重点群体筛查及

心理丛书编写；延边州深化留守儿童关爱、吉

林市开展减压工作坊并推动校际结对帮扶；

学校将以“心理健康教育周”为契机，通过校

园心理剧、沙盘游戏等沉浸式活动普及知识，

同时组织家长与心理专家面对面交流，夯实

家校沟通桥梁。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宣传月

活动是我省深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要实践，今后将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凝聚多方

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保障。

吉林省暨延边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 5月17日，超级大乐透第25054期开奖，前区开

出号码03、12、16、21、29，后区开出号码01、02。全国共开出6

注一等奖，其中1注基本投注一等奖花落延吉市滨河西路上

海城B5栋1003号的2215015255体彩代销点。

5月21日，这位幸运的购彩者李先生（化姓）来到吉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办理兑奖手续。据了解，李先生平时就有

购彩的习惯，这张中出大乐透一等奖的复式票是他路过体彩

代销点时进去购买的。李先生说：“我平时购彩都是看感觉，

并没有每期都参加，感觉来了就买几注。我买这个号也有四

年多了，就是自己的生日加上幸运数字重新组合出来的。我

平时也参与体彩的其他玩法，包括7星彩、排3排5。”

今年体彩大乐透8.8亿派奖活动，已让众多购彩者收获

惊喜。每一张体彩大乐透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同时也为社会公益事业

贡献着力量。

（省体彩管理中心供稿）

延吉购彩者领走大乐透1338万大奖

近年来，通化市东昌区金

厂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通过

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不

断加大对木耳产业的扶持力

度，鼓励农民扩大种植规模，提

高经济效益。图为镇内三合木

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工人

正在检查木耳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