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松原大型情景剧《盛世契丹春捺钵》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王学雷 摄

②五月寻花，通化市东昌区横道花海芝樱花绚丽绽放，延绵成片，吸引众多

游客前往观赏、打卡，感受花开烂漫。 本报记者 李铭 孙鑫 摄

③近日，通化市东昌区横道花海芝樱花绚丽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

打卡。 本报记者 李铭 孙鑫 摄

④5月19日晚，四平市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正式开街，让游客感受独具

特色的“人间烟火气”。 李坤 摄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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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多士，乃成大业。吉林师范大学建校67年来，

努力构建“拴心留人”好生态，从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发

展成为省属重点大学、博士授权单位。近年来，吉林师

范大学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发展理念，下好人才工程

“先手棋”，坚决扛稳“党管人才”政治责任，全面实施人

才强校战略，让事业激励人才，靠人才成就事业，为高水

平师范大学建设筑牢智力支撑。

以党管人才为引领

政策集成完善保障体系

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校

长办公会议定期研究人才工作，整合各方面力量和资

源，汇聚纵向联动、横向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强

化人才政治引领，健全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实施

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入选全国教师党支部

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3人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吉林省

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构建“1+N”人才政策格局。修订《绩效工资实施办

法》《教职工绩效考核实施办法》《高层次人才绩效考核

实施办法》；建立学校领导干部联系高层次人才制度，同

人才密切思想联系和情感交流，精准洞悉诉求；建立协

调配偶工作和解决子女基础教育保障体系，以“家”的归

属感凝聚人心。

以引才网络为依托

打好培育使用组合拳

学校拿出最大的诚意，以优质、高效、贴心的服务赢

得人才认可。

全面升级近悦远来“好环境”。树牢“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理念，围绕吉林产业发展和学校建设实际，搭建起

立体化引才网络。出台《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

创新建立“预签”优秀在读博士制度。编制年度引才计

划，“十四五”以来累计引进、培养博士222人，博士化率

持续提升。实行差异化引才政策，设置“安家费、科研启

动费”等资金池，对紧缺学科及特殊人才实行“一事一

议”，柔性引进院士、长江学者等学术带头人，提升学校

学科建设能力。

深入实施“吉师学者”创新人才工程，先后评选“吉

师学者”107人次。学校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称

号16人次，省政府特殊津贴等荣誉称号115人次。构建

“政治引领+学术创新”双轮驱动机制，出台《青年教师科

研能力培育提升计划项目实施办法》，形成“人才+团队+

项目”培养模式。修订《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

法》，鼓励支持在职教职工攻读博士学位。

以正向激励为导向

激活人才驱动新引擎

学校始终把培养人才作为长远大计，以团队培养人才，以人才支撑团队发展，确保人

才效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形成干部人才储备库贯通机制，开辟特殊人才、高层次人才选拔任用“绿色通道”。优

化岗位设置结构，提高专业技术岗位比例，增加高级职称岗位数量。出台《人才激励措

施》，强化人才政治引领与吸纳机制；构建干部人才双向融通机制；调整高层次人才引进待

遇；增设高层次人才奖励绩效，优化职称评聘管理机制；建立人才配偶工作安置与子女入

学机制；建立人才生活与疗养康健保障机制；完善“吉师学者”卓越人才选拔机制；实施青

年人才教育教学启航项目；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和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深化人才分类评价，修订系列职称评聘文件，现有高级职称人才702人，占学校专业技术

人才52%。做好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推荐工作，现有E类及以上人才407人。确立

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获批化学学科、物理学科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实现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8次榜上有名。建成首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强化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举办“吉光风

羽—中国画、油画作品展”，开创东北三省一区国家级综合型展览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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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辽源市西安区仙城小区老旧小区改

造施工现场记者看到，500余名工人来往穿梭，正

加快推进路面修整、铺设沥青、管网改造等工程，

这座“高龄老旧小区”即将实现“逆生长”。

仙城小区始建于2005年，曾因污水管网堵

塞、道路破损、线路老化等问题时常困扰居民。为

了改善居民生活，辽源市西安区以民生需求为导

向，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补齐城市短板、为民办好

实事的重要抓手，将仙城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并于去年8月启动施工。今年3月中旬，仙

城小区基础工程全面复工，工人们每天加班加点

抢工期、赶进度，截至目前，仙城小区改造项目已

完成雨水管线改造4707延长米，上水管线改造

9614延长米，污水管线改造7694延长米；修建雨

水井199个，改造入户井442个，共完成97栋楼混

凝土基础铺设和112栋楼门前步道混凝土铺设，

安装居民楼前照明路灯237盏。

看到小区一天一个变化，许多居民都赞不绝

口，仙城小区居民郜丙臣告诉记者：“原来一下雨

道路就积水，路面也不好走，现在重新铺设完沥青

之后路面全都焕然一新，看着心里特别敞亮！”

据辽源市西安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全面复工后，按照辽源市和

西安区各相关部门要求，我们在推进基础工程的同

时，还着重于居民的多元化需求，以解决居民实际需

求和群众急难愁盼为目标，改造后，将彻底解决困扰

居民多年的屋顶漏水、楼体渗水、下水堵塞、停车位

不足、没有路灯等问题，进一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和生活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未来，我们

将加快改造工程进度，计划9月底全面完工，让居民

早日享受到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

老旧小区的“逆生长”
本报记者 赵蓓蓓 实习生 姜雨佳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近日，白城市洮北区东风乡致富村村民张某，在铁路防护网

附近堆放大量秸秆，存在火灾隐患，引发铁路部门担忧。调解员李冰得知后，立即联系村

委会上门走访。在张某家，李冰耐心地向他讲解《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说明秸秆引发火灾

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并联系村内合作社，将秸秆统一回收利用。最终，张某主动清理了

堆积物，铁路部门也对调解室的高效介入表示感谢。

致富村地处沈阳铁路公安局白城铁路公安处白城站派出所辖区，毗邻铁路线

路，是铁路安全防控的重点村落。为切实防范涉铁矛盾纠纷、保障村民合法权益，白

城站派出所于去年11月在致富村村部成立了“矛盾纠纷调解室”，由拥有法律职业

资格证的民警李冰担任专职调解员，聚焦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普法三大核心任务开

展工作。

截至目前，调解室共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30余次，调解各类矛盾10余次，开展法治

宣传6次，发放各类宣传品600余件。有效维护了沿线村屯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成立调解室是推动‘枫桥经验’落地的重要举措。我们将以村民需求为导向，把矛盾

化解在萌芽状态，让法治服务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白城站派出所副所长王李说。未来，

调解室还会探索“线上+线下”联动机制，通过微信群、定期讲座等形式延伸服务触角，全力

提升村民安全感和满意度。

纠纷化解在“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金泽文 高源）漂泊在外的李伟，怀揣着对故乡

深深的眷恋，2021年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白山市江

源区。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他倍感亲切，他决定用

短视频记录下这充满烟火气的乡村生活，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

美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伟开着直播去邻居姜大娘家买煎饼，没

想到直播间里很多粉丝都看中了刚烙出来的香喷喷的煎饼。那

一次直播，李伟帮姜大娘销售出了500多斤煎饼。

渐渐地，网络上找李伟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看到这么受欢

迎，李伟又有了新的想法，组建网络直播带货团队，一起把家乡的

特产品牌打出去。在成立山野菜加工厂的同时，他们还收购村民

的农副产品，统一加工、包装，在直播平台上销售。在李伟的带动

和影响下，村民增加了收入，“网红”流量也真切地转化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增量。

如今，江源区积极推进直播电商新业态发展，让更多的优质

农副产品进入互联网大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目前，已有

山野菜、沙棘等20余个品类的产品上线销售，本地特色产业在电

商东风下迎来全新发展。

在石人镇荣斌村，特色农产品沙棘串起了当地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农民增收致富的产业链。为了让好产品走出去，让

更多的人了解江源优质的沙棘产品，众合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主动搭上了电商销售的快车，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拓展

市场销售渠道，让优质的沙棘原浆产品快速、便捷地销往全

国各地。

为积极抢占电商产业新赛道，江源区还创建了电商直播创业

孵化基地。作为基地的企业代表，白山市倾城广告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从2020年创业至今，已培训了500多名创业者。

搭上“快车”闯天下

本报讯（夏天 李若

琪 记者尹雪）5月12日

以来，白城市社会保险

事业管理局持续开展

“社保服务进万家”活

动，从“指尖快办”到“足

尖上门”，社保服务持续

升温，以实际行动将惠

民政策转化为百姓可感

可及的民生答卷。

在白城欧亚购物中

心，白城市社保局设立

咨询台，社保工作人员

细致地向广大市民讲解

参保登记、个人养老金

等群众关注的热点政

策，积极引导群众通过

“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

序办理社保高频服务事

项。外卖工作人员张先

生在听取社保工作人员

的讲解后，仅用3分钟

便在小程序上完成参保

登记，他对线上办理业

务的便捷性给予了高度

认可。目前，现场解答

群众咨询320余个，协

助群众线上办理信息查

询变更、参保缴费等业

务90余笔。

在洮北区金祥乡的

大集上，距离退休还有

5个月的菜农王大姐，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

微信小程序测算出了自

己的退休待遇。为进一

步延伸社会保险服务触角，白城市社保局将政策

咨询台搬进乡村大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赶集

群众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政府

补助、丧葬补助金制度等热点问题，帮助群众算清

养老保险“待遇账”。现场，装满社保高频服务事

项办事指南的“社保百宝袋”备受群众欢迎。

为解决高龄、行动不便老人认证难题，白城

市社保局组建“红心助老服务队”深入颐年养老

院，为100余名退休老人开展“床边认证”服务。

社保工作人员来到老人身边，一边唠家常，一边

用手机为老人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为保障

服务的长效性，该局与养老院建立常态化沟通机

制，定期上门为退休老人开展“床边认证”服务。

此外，该局还深入洮北区新华街道胜利社区，联

合社区网格员开展“敲门行动”，为13名高龄老

人提供上门认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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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文旅++””多点开花多点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