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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学雷）“同学听好老师的问

题，以下哪种情绪持续的时间过长可能发展为

抑郁症？”5月28日，在扶余市三井子镇第一中

心小学五年五班内，一场心理健康知识竞赛火

热开展。学生们在寓教于乐中，悄然播撒下心

理健康的种子。

校长刘丽萍介绍，除了心理健康知识竞

赛，该校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为学生们搭建了一个关注心理健康、学习心理

知识的平台，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增强了心理健康意识，提高了心理素质。

多年来，扶余市教育局积极探索、精准发

力，以“育心赋能 守护成长”为核心理念，通过

硬件提档、师资升级、服务拓维三大路径，构建

起城乡均衡发展的多维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在硬件建设上，累计投入超400万元。争

取省民生项目资金45万元建成3所高标准心

理辅导室，自筹340余万元建成52个心理辅导

室，使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占比超92%。并

打造未成年人健康教育服务中心，配备智能设

备，为学生及家长心理健康提供全方位专业支

持，为扶余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针对人才短板，扶余市实施“全员持证+分

层进阶”培养计划。投入专项资金，组织教师

参加国家高级心理干预指导师培训，参与省级

职业技能培训，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持证率达

98%以上。同时选派骨干教师参加国家级研

修，形成“专家引领+骨干示范+全员提升”的师

资发展格局。

同时，积极构建多元协同的心理健康服务

“综合体”。课内课外协同，小学4年级以上间

隔一周一节心理健康课，并开展咨询、团辅等

活动；校内校外联动，通过专题讲座、“润心行

动”大讲堂等，利用校外场所进行知识辅导；线

上线下融合，设立心理服务热线，组织观看“润

心行动”大讲堂，累计38万学生及家长观看省

级活动，近两万名家长观看松原市首期活动。

线下开展“送心理健康教育下乡”，三年来，讲

师团为近6000名学生团体辅导，为120余名特

殊需求学生提供一对一服务。

目前，扶余市已形成“预防-干预-发展”

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未来，将持

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为青少年成长保

驾护航。

扶余市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洪伟表

示：将不断加大心理健康教育投入，积极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扶余心理健康教育迈上

新台阶踔厉奋发。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文明花开满城芳
刘欣悦 本报记者 王欣欣

日前，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公布，前郭

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赫然在列。这座曾经默默

耕耘的城市，成功捧回“全国文明城市”这一沉甸

甸的荣誉，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全国文明城市之

林。

自2021年被确定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以来，前郭县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提升城

市综合实力、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契机，举全县

之力、聚全民之智，全力投入到这场创建攻坚战

中。县委书记挂帅，定期召开创城工作会议，组

织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深入全县56676余户

进行入户调研，查摆出25个方面5420个问题。

建立“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督查跟单”机制，依

托“清单制+责任制+销号制”闭环体系，对全县

开展20轮全覆盖督导，顶格调度，确保责任层层

落实。

解决问题显温度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是为了一块金字招

牌，更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人民更幸福。

“以前空中飞线像蜘蛛网，雨天都得绕道

走，现在蓝天白云看得敞亮！飞线落地，我们

心也跟着踏实了！”宏宇富辰小区居民张先生

点赞的背后，是前郭县“创城攻坚战”的坚实足

迹。

面对“难啃的硬骨头”，有关责任单位对城区

“空中蜘蛛网”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确

保底数清、情况明，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治理行

动就此展开。他们针对不同小区的特点，精准施

策、逐一击破，累计派出施工人员500余人次、施

工车辆260台次，对8.5万根、近98万延长米的违

规空中线缆进行整治，撤掉110余根木质通信线

杆，加装1.65万延长米楼体间钢线，圆满完成全

县9条主街路、54条背街小巷、234个住宅小区

662栋楼的空中飞线治理任务。

交通治理显匠心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更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幸福。

针对电动自行车和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

载人、不戴头盔及行人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翻

越护栏等行为，前郭县坚持处罚与教育双管齐

下，在全县各主要路口、路段设立文明劝导点，引

导群众摒弃交通违法行为，养成安全文明出行的

良好习惯。“现在行人都很注意看红绿灯，机动车

礼让行人也已成为一种自觉。”聊到现在的变化，

执勤交警十分欣慰。

“开车回家比以前舒心多了，再不用上演‘抢

位大战’！”查干淖尔大街商户张女士的感慨，源

自前郭县破解停车难题的智慧实践。

前郭县查干淖尔大街两侧的商户较多，附近

居民小区建成时间也较长，居民区内停车位一直

都很紧张，百姓热切盼望解决这个问题。前郭县

实地勘察，积极谋划，采取科学合理增补停车位

的办法，科学施划便民车位7000余个，设置非机

动车停放区333处，规划44个重点区域禁停网

线，释放背街小巷停车潜力，让文明停车成为街

头新常态。

民生工程显温情

“以前小区路面坑洼不平，晚上路灯也不亮，

现在不仅修好了路，还新装了太阳能路灯，出门

遛弯儿到处枝繁叶茂，赏心悦目，每天出门的心

情都变好了！”家住豪杰花园小区的王阿姨满脸

笑意。在创城攻坚中，前郭县针对基础设施改造

投入专项资金，对源江花园、豪杰花园等5个老旧

小区进行“微改造”，修复破损路面、补齐消防设

施，曾经困扰居民的“老大难”问题一一得到破

解。

在商贸城“暖心驿站”，几个外卖小哥正在等

待接单，环卫工人陈大姐也来歇脚。她说：“这里

能热饭、能充电，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虽然地方

不大，但是每天可受欢迎了！”暖心驿站成为城市

文明的温度计，而这样的温暖正在全县蔓延。

近年来，前郭县持续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

施。启动成吉思汗文化园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松

江大街等5条街路提升工程和乌兰花胡同等16

条巷路亮化项目；对标省级园林城市，新增城市

绿地3.8万平方米；围绕“两校两院”、前郭经开区

等重点区域，配建道路、排污、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等设施等，让群众触摸到文明城市创建带来

的真实变化。

从整治“空中蜘蛛网”到解决停车难题，从打

造文明交通到建设“暖心驿站”，前郭县在文明城

市创建的道路上步履坚定、成果丰硕。如今，这

座松嫩平原上的文明之城，正以更昂扬的姿态，

继续谱写着新时代的文明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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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颖丽 记者王欣欣）松原市锚定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

这一目标，以“扩就业、强技能、促创业”为主线，统筹推进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等重点工作，为全年农民增收筑牢

根基。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松原市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四季春’行动”为重要抓手，紧紧抓住节后返岗高峰期的有利时机，

搭建起完善的招聘矩阵。通过开展跨区域协作、强化部门联动、拓

展新业态等多维度举措，积极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已

累计举办189场次，提供2.6万个就业岗位。截至4月末，松原全市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30.0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34.88亿元，

人均收入同比增长25.35%，成效显著。

以工代赈项目的推进也在有序开展。松原市全面梳理县域内

以工代赈项目，目前共有11个项目，其中，5个已开工建设。现已归

集7个岗位，涵盖普工、电工、瓦工等工种，用工需求42人，并通过

“96885吉人在线”、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精准推送岗位信息。后续，

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全力推动项目进展。

在创业扶持领域，松原市通过“三送服务”和银企对接，大力加

强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目前，已发放贷款1811.4万元，其中，

为1名农村户籍人口发放贷款11万元。这些举措不仅直接带动77

人就业，还间接带动64人就业。此外，松原市还将重点扶持返乡入

乡创业基地建设，2025年，计划在全市建设20个创业基地，以此带

动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为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松原市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服务主体给予用工成本补贴，对带动脱贫人口、农村退役军人、残

疾人就业的，严格落实补贴政策，力求用工累计时间和人数超过上

一年度。

技能培训工作同样扎实推进。松原市以“技能照亮前程”行动

为引领，计划完成6600人次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

助力劳动者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在培训过程中，采取分类施

策的方式进行精准培训：针对年龄偏大群体，依托种植、养殖基地开

展农产品加工、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进城陪读人员开设手工编织、

直播销售等灵活就业课程；对新成长劳动力，强化智能设备操作、电

商运营等新职业培训。目前，全市农民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合格率

达85%，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育婴员等重点工种合格人数超

1000人，扶余市、前郭县、乾安县脱贫劳动力培训合格率均达80%以

上，切实为技能型就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松原市将农村转

移就业劳动者创业培训、在岗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全部纳入重点群

体职业技能培训计划，进一步扩大农技工政策覆盖面。

下一步，松原市将围绕全年转移就业38万人、劳务收入169亿

元的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夏出务工”“秋转增收”等专项行动，确保

巩固185家以上就业帮扶车间。持续实施以工代赈项目，重点跟进

未开工项目进度，力争全年归集岗位100个以上，带动超1000人就

业。与此同时，不断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全力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

人均增加930元的目标如期实现。

查干湖：生态治理擦亮“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王欣欣

“这里芦苇茂盛，水鸟众多，查干湖的美景真的超出想象！”端午假

期首日，南京游客吕先生站在南岸观景台，一边用手机记录美景，一边

感叹，“听导游介绍，这里原来的水质并不好，如今，能见到这么清澈的

湖水，生态治理真是见效了！”

湖水变清，环境变好，查干湖“金字招牌”越擦越亮的背后，是当地

坚持不懈地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结果。

“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在省市领导下，前郭县和查干湖旅游经济

开发区严格遵循《查干湖治理保护规划（2018—2030）》提出的“上控源、

下截污、外引水、内修复”治理方针，统筹实施工程性、生物性和管理性

“三项措施”，重点推进水系连通、截污控源、生态保护修复等措施落地，

显著提升了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同时，深化运用“加减乘除”保护法，实

施湿地保护恢复、景区风貌提升、污水处理厂建设等项目，全面落实湖

长制、林长制，设立查干湖生态环境资源法庭，对环境违法行为保持高

压严打态势。

另外，为进一步保护查干湖水生态，当地重点聚焦“三个强化”措

施，即：强化水质监测与预警，常态化开展国、省控断面水质监测，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同步进行污染源排查和溯源监测，深入查找问题成因，

督导整改落实；重点强化生态保护与管理，加强对查干湖周边村屯污染

防治设施、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工业企业排污的监督检查；强化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逐步补齐设

施短板，杜绝风险隐患。随着这些综合治理措施的不断推进，查干湖水

质稳步向好，由Ⅴ类、劣Ⅴ类逐步改善并稳定在Ⅳ类。

端午期间，游客们乘着电动游船欣赏清澈湖面，体验遵循“捕大留

小”生态原则的渔猎活动。民宿经营者张大姐欣喜地说：“环境变美后，

游客越来越多，收入比以前翻了两番。大家都明白，保护好这湖水，就

是守护咱的‘金饭碗’。”

如今的查干湖，湖光潋滟，生机盎然，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这片重新焕发生机的湖泊，正在谱写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多维创新守护青少年成长之路
扶余市积极构建“三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夏季来临，查干湖湿地生机再现。

松原市大力发展棚菜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这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

县白衣拉嘎乡新艾里村大棚黄瓜进入丰收季。

进入夏季进入夏季，，查干湖景区多种候鸟查干湖景区多种候鸟

在湿地内筑巢繁育在湿地内筑巢繁育。。图为白鹭图为白鹭。。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学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