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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1日讯（记者刘姗姗）今天，长春站候车大厅内热

闹非凡，“美好旅途‘粽’享端午”站车文化互动活动在此温馨举

行。车站通过歌舞表演、问答互动、节日赠礼等形式，将传统文

化融入旅途，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端

午体验”。

活动在车站职工深情演唱的歌曲《幸福家乡》中拉开序幕，激

昂欢快的节奏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充满活力的舞蹈《天天

向上》、热情奔放的歌曲《火红的萨日朗》等节目依次上演。舞台

上，铁路职工们用精湛的才艺展现行业风采；舞台下，旅客们纷纷

拿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没想到在候

车时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的旅途充满惊喜。”一位来

自外地的旅客感慨道。

活动现场，长春站干部职工化身“节日使者”，将200余份精

心定制的五彩绳和香囊送到旅客手中。“戴上五彩绳，祝您旅途

平安！”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礼品，一边送上暖心祝福。“这些饱含

民俗寓意的小礼物，既是对旅客的节日问候，也是铁路人践行‘人

民铁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体现。”长春站党委副书记孙海

峰说。

据了解，近年来，长春站持续推进“我的铁路风景”主题活动，

不断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站车服务。未来，他们将继续以各类主

题活动为载体，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服务内容，让旅途不仅有速度，

更有温度与文化厚度。

长春站举办“美好旅途‘粽’享端午”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5月30日，“浙里向北 吉林很美”吉林省

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在杭州启幕。此次推介会全面展示吉林多元文

旅资源，诚邀浙江及长三角游客共赴吉林，推动“诗画浙江”与“清

爽吉林”文旅合作再上新台阶。

浙江与吉林一南一北、一沿海一沿边，作为对口合作重要省

份，多年来两地文化、产业深度交融，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

合作共赢。自双方共同推出“千万游客互换”活动后，游客往来频

繁，已互为重要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

推介会上，《发现五彩缤纷的吉林》《山水向北》《冰雪向北》《民

俗向北》等宣传片与推介视频轮番播放，全方位展现吉林文旅独特

魅力。同时，我省夏季重点文旅产品以及长春、长白山、延边等地

文旅资源也同步进行推介。

“22℃的风从吉林吹来，浙里向北，吉林很美！”参会嘉宾纷纷

表示，此次推介会极大地刷新了他们对吉林的认知，未来将规划行

程，与家人朋友共赴吉林，亲身感受吉林之美。

此次推介会线上线下热度齐升，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累计约

260余万人次。

“浙里向北 吉林很美”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在杭州举办

本报讯（记者王超 实习生马爱妮）5月

29日，团省委、省少工委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致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贺信精神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

活动中，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学

校少工委相关负责人和校外辅导员代表进

行分享交流。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

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少年儿童的关心

关怀，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少年儿童和少

先队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切实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动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动力，引导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传承

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为强国建设、吉

林振兴时刻准备着。

活动期间，团省委、省少工委在东北师

范大学附属小学开展“跟着总书记脚步看

吉林”省级示范性主题队日活动。活动以

“五色吉林”高质量发展内涵为脉络，分区

域展示少先队员在农业发展、生态保护、冰

雪体验、科技创新、红色传承等领域的实践

成果。少先队员们表演原创舞台剧《黑土

地上的红孩子》，生动演绎了东北抗联将士

艰苦抗敌的故事。

据悉，下一步，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

将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贺信精神，聚焦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

根本任务，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

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好少年，让红领巾在吉林大地绽放更加

鲜艳的光彩。

牢 记 嘱 托 向 未 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信精神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

22年前，于雅玲怀揣着一颗回报家乡的心，从北京回乡创业，

并扎根在长春。因为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和启动资金，于雅玲选

择进入培训行业，并成立了专业的培训机构。

不久，培训行业遇冷，于雅玲经过深思熟虑，进入了电梯销售

行业。“当时房地产正值上升期，形势一片大好，借助地产红利，我

淘得了第一桶金。”于雅玲告诉记者，后期因为电梯项目的不断跟

进，慢慢进入到了房地产行业。

2018年，吉林省众邦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邦

集团）正式成立。从初创期的几个人到现在的100多人，在于雅玲

的带领下，众邦集团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我省建筑行业不可忽视

的新兴力量。

“这些年中，我见证了中国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也经历了行

业的高峰与低谷。但我始终坚信，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出

路。”于雅玲说。

作为企业的带头人，于雅玲生活的字典里早已没有了休息和

节假日概念，为了心爱的事业，她始终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锲而

不舍地努力。在多年的奋斗和打拼中，她逐渐形成了“厚德立信、

臻于至善”的价值观，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为了使企业快速发展，尽早实现转型升级，众邦集团自筹资

金，建设了近2万平方米的厂房和办公楼，并创办了众邦科技孵化

基地，为广大入孵企业提供事务代理、人才培训、投融资等公共服

务。目前，众邦集团已经投资了两家上市公司。孵化基地被吉林

省工信厅认定为省级创业孵化基地，被吉林省科技厅认定为科技

企业孵化器。

在创业的过程中，于雅玲吃了很多的苦，也走了不少弯路，但

她最终找到了企业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秘诀，那就是“以人为本”。

“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企业发展要

以人为本，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企业的工作依靠员工，为此企

业的经营成果也必须分享给员工。”于雅玲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企

业想不断发展壮大，就要采用严细的管理，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

关注细节末端，实施严格考核。同时，要持续关注员工成长，关心

员工的生活，切实保障员工应有的权利，使得企业凝聚力不断增

强，并在企业文化的推进中，将严细管理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起

来，取得员工高度的认同感。

多年来，每逢“黄金”节假日，于雅玲都是安排自己值班，员工

换休，她说：“以心换心，大家也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良好的精神

状态为企业的发展而勤奋工作。”

凭借公司上下扎扎实实的努力，众邦集团在同业中获得了较

高的声誉。如今，众邦集团已发展成为固定资产高达2亿元，年平

均产值稳定在2亿元左右的企业，已累计完成产值10亿元。

同时，于雅玲心中始终牢记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作为南关

区人大代表，多年来，她积极履行代表职责，围绕群众关心的重点、热

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及时总结群众的意见和心声，真正做到为民

发声，积极建言献策。

一路风雨，一路荣耀。于雅玲先后荣获“民建长春市委员会优

秀会员”“长春市非公经济突出贡献企业家”“民建全省先进个人”

“吉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吉林省突出贡献奖”等多项殊荣，并被

省、市有关部门聘为科技创业导师、民营企业发展创业导师等。

面对这些荣誉，于雅玲始终抱有感恩之心，她说：“没有党和政府

的关怀，哪有我今天的成就！未来，我将继续带领企业努力奋斗，将

企业的发展融入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中，为长春全面振兴取

得新突破贡献力量。”

众邦集团于雅玲：

“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出路”
本报记者 刘霄宇

5月的清晨，暖风和煦，在榆树市大坡

镇西许村，张锡红早早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温室水塘里，小龙虾苗成群结队，自在畅

游。张锡红用网打捞上来几只，仔细观察体

态、大小。“这批虾苗长得很好，再有一个月

时间，就可以投放到水稻田里了。”她高兴地

说。

用稻田养殖小龙虾，一地多收，这种种

养结合的农业模式已在当地实行多年，帮助

不少农户走上了致富之路。作为吉林省民

兴生态农业技术研究院主要技术成果，这里

面凝结着院长张锡红多年来的心血。

张锡红在城里长大，可打小就爱往乡下

跑。跟着亲戚在田里捉泥鳅、掰玉米，留下很

多美好回忆。大学毕业几年后，她经过深思

熟虑，辞掉了安稳的工作，卖掉了城里的房

子，揣着创业资金一头扎进了广袤的乡村大

地。

榆树市地处世界黄金水稻带，有“天下

第一粮仓”的美誉。望着丰饶的土地，张锡

红认识到，传统的稻田种植模式存在诸多局

限性，必须不断创新农业技术，才能让农民

们少费劲、多挣钱。她在这条路上不断探

索，并于2019年创立了吉林省民兴生态农

业技术研究院。

为了充分利用水土资源，进一步提高生

产效率，她想到了稻虾共育的点子。

“搞稻虾共育，一块地能挣两份钱，而且

小龙虾行情好，收入能翻好几番！”她把想法

一说，大伙却不买账：“我们祖祖辈辈只种

地，也不会养小龙虾啊，万一赔了咋整？”

事实胜于雄辩。张锡红决定先改造自

己承包的稻田。

“养虾和种稻都有门道，以前分开干还

行，可放在一块就全是实打实的难处。”张锡

红说。

如何挖虾沟、筑田埂全凭摸索。挖太浅

小龙虾没地方躲，挖太深又影响水稻根系发

育；田埂没压实，一场大雨就被冲垮，小龙虾

全跑没影了。

他们还遭遇了虾苗水土不服的难题。

张锡红回忆：“第一批虾苗投进稻田，没几天

就死了一大半。后来才知道，稻田的水温、

酸碱度和虾苗原来的生长环境不一样，它们

适应不了。还有在运输过程中没控制好温

度和氧气量，虾苗到田里就蔫了。虾苗可不

便宜，死一批就是真金白银打了水漂。”

此外，饲料投放多少合适？水稻灌浆期

咋管理水位？遇到病虫害咋用药？难题接

踵而至，张锡红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我得拜师学艺！”她下定决心，开始到

外地成功的稻虾共育基地“取经”，跟技术员

“软磨硬泡”学经验，回来后再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进行操作……

为了让虾苗安全到“新家”，她和团队给

虾苗箱加装氧气泵，用冰袋控温，打造了“专

车”和“空调房”；同时，提前在稻田里泼洒益

生菌调节水质，让小龙虾一进来就能适应；

为了对付病虫害，她带着团队在稻田里装诱

虫灯捉害虫，养鸭子吃虫除草，给小龙虾治

病就用大蒜、艾草等煮水泼洒，慢慢摸索出

了一套绿色防治办法。

她每天起早贪黑，详细记录饲料投喂

量、水质变化、小龙虾生长情况等数据并仔

细分析，几个月下来，终于摸透了不同季节、

不同生长阶段的管理规律。

艰辛的努力有了成果——水稻植株长

得又高又壮；稻田的边沟里，肥美的小龙虾

游来游去。张锡红的“双收梦”实现了！

消息一传开，村民们都跑来参观，啧啧

称奇：“你真是个能人啊，这稻虾共育的点子

太好了！”之前不认可这套模式的村民也都

活了心，纷纷表示想跟张锡红学技术。

“我的初心就是带着大伙一起挣钱。”张

锡红说。她搞免费培训，把整套技术倾囊相

授。

对于这一模式带来的经济效益，张锡

红算了一笔账：传统稻田每亩产量约

600—800公斤，养殖小龙虾后，虽然水稻

产量可能略有下降，但每亩可产小龙虾

100—200公斤，按每公斤30—60元计算，

每亩地能增收3000—12000元。

不仅如此，小龙虾的排泄物可以作为

天然肥料，它们的活动可以增加土壤通透

性，促进水稻根系发展，还能抑制杂草生

长，减少了稻田里化肥和农药的使用，进一

步降低成本。

除了农民收益的增加，张锡红还看到了

长远好处：种养结合、一地多收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有效实现了

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绿色循环发展。

此外，这一模式需要人手进行投喂、捕

捞、病害防治等工作，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

多就业机会，也带动了饲料、加工、销售等相

关环节的发展。

在张锡红的带领下，研究院的专业技术

人员增长至8人。他们与各大院校和科研

院所紧密合作，重点开展小龙虾、河蟹等养

殖技术研发，并逐步建立了吉林省稻虾种养

科技小院、吉林省高素质农民实训基地等，

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

朝着共同致富的目标，研究院积极与当

地家庭农场、合作社合作，示范带动效应日

益显著。

如今，他们又摸索出本地育苗方法，逐

渐摆脱了从外地采购虾苗的方式，进一步保

障存活率，降低了成本。稻虾共育模式得到

不断推广，稻田里稻谷飘香，小龙虾欢腾。

多年来，张锡红获得“乡村振兴优秀人

才”等荣誉，成为了吉林省农业大学校外指

导教师。她用智慧和汗水耕耘不辍，用创新

技术激活沃土潜力，与农户们携手奔向充满

希望的新征程。

稻 田 里 的“ 双 收 梦 ”
——记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吉林省民兴生态农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张锡红

本报记者 徐慕旗

在端午节、“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长春文旅河沿儿创意市集在长春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举

办，丰富多彩的表演和传统文化展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让人们在享受传统文化中度过一个快乐

的假期。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潘硕 摄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企业家风采

“粽”享非遗 童趣“六一”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庞智源）粽叶飘

香的端午佳节，辽源市体育文旅领域迎来重

磅盛事。今天晚上，2025年“源BA”篮球赛

季在全新升级的超级ONE篮球主题公园火

热启幕，为城市注入强劲活力，也为市民与

游客送上一场夏日文体盛宴。

活动尚未开场，超级ONE篮球主题公园

外便已热闹非凡。从沈阳、长春、四平等地

远道而来的球迷汇聚于此，共同期待这场篮

球狂欢的开启。

随着气球腾空、彩烟绽放，2025年“源

BA”篮球赛季正式拉开帷幕，超级ONE篮球

主题公园也同步开门迎客。随后，东北虎青

年队与超级ONE队带来的精彩篮球表演赛

迅速点燃现场气氛。

赛场上，球员们展开激烈对抗，每一次

精彩得分都引发观众席的阵阵欢呼。荧光

棒挥舞与呐喊助威声交织，将现场氛围推向

高潮。此次活动将篮球竞技与节目表演巧

妙融合，不仅满足了球迷的观赛需求，还吸

引了不同群体的关注，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

篮球文化内涵。

据悉，本届“源BA”篮球赛季将持续至9

月30日，期间将陆续上演多场精彩比赛。

完成全面升级的超级ONE篮球主题公园，秉

持“打造多元专业赛事、以社群联结为核心、

以创意活动为载体、以公益回馈为初心”的

理念，将为球迷带来更丰富的体验。这一举

措，正是辽源打造“运动之城、赛事之城、健

康之城、活力之城”的生动实践。

此次“源BA”赛季启幕与主题公园开

园，不仅为市民带来高水平篮球赛事，更有

力提升了辽源的城市形象与知名度，加速推

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未来，辽源将

继续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深化文体旅融

合，奋力书写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025年“源BA”篮球赛季燃情启幕
辽源超级ONE篮球主题公园焕新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