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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陶连飞）6月18日至24日，

第九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举办。展会

期间，我省展位累计接待国内外客商超

2万人次，促成意向合作项目26个，涉及总金

额超760万元，实现现场签约与意向订单双

重突破，参展企业综合效益多维提升。

据介绍，为参会本次博览会，省商务厅与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建立专项对接机制，搭建了

106平方米特装展区。展区以“绿色转型·科创

引领”为主题，以“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为背

景，以“生态为底色、产业为脉络”为设计理念，

设置智能制造、寒地经济、现代农业三大板块，

通过多媒体展示、实物陈列、沉浸式互动体验

等形式，集中展示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特色

农产品、5D环幕长白山风光等。

本次参会，我省还策划了“长白山特色资源

专场推介会”，以“冰雪经济+中医药产业”为重

点，通过VR雪场体验、中医药材现场炮制演示等

形式，直观展现吉林冰雪旅游魅力与中医药资

源优势，吸引南亚10余家企业现场咨询合作。

展会期间，我省代表团走访了云南东北

商会，围绕物流通道建设、园区合作等议题达

成多项共识，精准对接南亚东南亚市场需求，

意在通过精准展示与深度对接，提升吉林“绿

色+科创”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为深化中国—

南亚多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

省商务厅粤港澳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第九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为我省搭建了

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未来省商务厅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优化参展策略、提升服务

效能，推动吉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

作再上新台阶。

第九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闭幕

我 省 代 表 团 满 载 而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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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5月成立以来，通化市心语残

疾人庇护中心宛如一座灯塔，为500多名不

同年龄阶段的孤独症患儿、智力障碍患儿、脑

瘫患儿及成年残疾人照亮前行的道路，提供

文化课学习、特长培养、职业技能培训、社会

交往融合培训、日间照料等多样化服务，平均

每年开展扶残助残活动多达50余次，成为残

障群体坚实的依靠。

“关爱残疾人扶残助残，用爱为生命加

油。”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心语残疾人庇

护中心始终践行的使命。2020年，心语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他们以公益为底色，围绕心

智患者阳光助残行动，深入开展各类助残志

愿服务。从康复教学培训，到心理疏导培训，

再到户外实践、文艺表演、趣味运动等，每一

项活动都精准对接心智患者及亲友的需求。

在一次户外实践活动中，志愿者们带领心智

患者走进大自然，让他们亲身感受季节的变

化，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许多患者脸上绽

放出纯真的笑容。截至目前，心语志愿服务

队已累计开展助残志愿服务200余次，推动形

成关爱残疾人、奉献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成立心语小蜗牛直播间，是心语残疾人

庇护中心在助残路上的又一创新举措。2023

年，为了减轻心智残疾人家庭的负担，让心智

残疾人能够自信、自强、有质量地生活，心语

小蜗牛直播间应运而生。直播间以公益形式

出售残疾人手工产品，直播所有收入都发放

给参与手工品制作的残疾人。这些手工产

品，每一件都凝聚着残疾人的心血与努力，有

的是精美的编织物，有的是充满创意的绘画

作品。在一次直播中，一位孤独症患者制作

的手工饰品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短短几

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通过这样的方式，不

仅增加了残疾人的收入，更让他们感受到自

身的价值。截至目前，心语小蜗牛直播间已

带动心智学员开展直播达100余次，为残障

群体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积极开展残疾人文体活动，也是心语残

疾人庇护中心推动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

手段。该中心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汇

演，舞蹈、歌唱、乐器、朗诵等节目精彩纷

呈。这些活动，让残疾人有机会展示教学康

复成果，展现自身才华，享受艺术带来的乐

趣，进而提升精神生活质量。同时，心语志

愿者服务队走进社区，组织带动残疾人走进

爱心企业，开展餐饮培训、酒店宾馆服务培

训、社会实践康复培训。2024年，共开展社

会实践培训60余次，许多残疾人在培训后

掌握了新的职业技能，成功实现辅助性就

业，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此外，心语残疾人庇护中心还在实践中

探索成立了孤独症家长资源中心。考虑到家

长在残疾人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该中心

开设了家长培训班，通过开展家长折纸学堂、

家长座谈、家长心理辅导、线上课堂等200余

次活动，帮助家长学习掌握家庭康复知识。

同时，还对特教学校员工、残障人士亲友、机

构志愿者等进行规范化培训，通过举例示范、

共同体验等方式，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运

用，真正实现“自助互助、资源共享”。

一路走来，满是温暖与力量。心语残疾

人庇护中心团队将继续以饱满的热情，用真

诚、温暖和奉献，为残障群体撑起一片广阔的

天空。

残 疾 人 群 体 的 坚 实 依 靠
——记2025年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通化市心语残疾人庇护中心

本报记者 王超 实习生 马爱妮

6月24日，长春市二道区

吉林街道安乐社区举办了“颂

歌献给党 启航新征程”迎“七

一”主题文艺演出，激发社区党

员群众爱党爱国热情，弘扬建

党精神，汇聚奋进力量。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摄

本报讯（黄娟 记者李婷 姜岸松）近日，

随着吉化北方公司碳九装置完成建设，总投

资近十亿元、历时近两年建设的碳八碳九综

合利用项目正式结束建设阶段，标志着该公

司转型升级取得阶段性成果。

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转型升级的重要配

套工程，于2023年 7月开工建设。项目包

含新建碳八抽提分离苯乙烯装置、碳九转

化装置以及配套的储运、公用工程和辅助

生产设施，其中的碳八抽提分离苯乙烯装

置已于今年4月末中交。项目以吉林石化

乙烯厂副产品为原料，通过对混合芳烃进

行深度分离、提纯与加工，生产苯乙烯、二

甲苯等高附加值化工原料，有效提升石油

资源综合利用率，为吉化北方公司冲击百

亿产值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吉化北方公司成

立重点工程领导小组，组建专业项目经理部，

构建起集中决策、统筹管理、上下联动的高效

运行机制。同时，引入专业团队，采用IPMT、

EPC管理模式，实施专业化、系统化工程管

理，确保项目建设快速合规推进。

建设过程中，各参建单位面临工艺技术

复杂、施工场地狭窄、大型设备吊运安装空间

受限等难题。面对挑战，各方精诚合作，全力

攻坚，压实安全责任，严守质量底线，最终如

期完成中交任务，为项目后续投产运营奠定

坚实基础。

吉化北方公司碳八碳九综合利用项目完成建设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文明是城

市的灵魂。今年6月，白山市积极

开展交通秩序规范系列活动，通过

宣传教育、执法整治、停车管理、志

愿服务等多种举措，进一步提高群

众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营造

文明、和谐、礼让的交通环境，让文

明交通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线。

6月10日，白山市江源区公安

局交警大队率先行动，开展“礼让

斑马线 文明伴我行”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活动现场，宣传民警向过

往群众详细讲解车辆、行人通过人

行横道的规则及相关法律规定，并

结合辖区近期真实交通事故案例，

深入剖析礼让斑马线的重要性，呼

吁驾驶员和行人以身作则，不抢黄

灯。在执法过程中，交警坚持严格

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重点纠正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人违规穿

行、非机动车违法行驶等行为。同

时，民警还特别提醒驾驶员要遵守

法律法规，杜绝酒后驾驶，行车时

保持“慢”“稳”“礼让”原则。驾驶

员李先生感慨道：“文明交通是每

个人的‘举手之劳’，一个礼让的动

作就是城市文明最好的‘名片’。”

宣传民警表示，持续推进“礼让斑

马线”专项行动，旨在守护行人安

全，让“车让人、人守规”成为常态。

6月13日，白山市浑江区通沟

街道永安社区围绕所辖小区开展

“交通秩序规范月”主题实践活

动。永安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召开

座谈会，开展安全驾驶宣传教育，

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同

时，要求各网格长提醒辖区居民注

意交通安全，并在日常工作中积极

劝导机动车违规占用人行道、交通

路口不礼让行人等行为。在停车管理方面，社区加大对新

建停车场的管理力度，及时清理“僵尸车”，确保车辆停放规

范有序。此外，社区还提醒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有

序排队、主动让座，提倡文明绿色出行。居民薛山表示，文

明出行、绿色出行不仅方便自身，还能彰显文明礼仪、减少

碳排放。此次活动提升了辖区交通安全系数，得到居民广

泛肯定。

靖宇县自6月以来，各部门联动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系

列活动，多维度推进文明交通建设。在宣传教育上，靖宇县交

运局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普及交通运输安全知识；靖宇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各类场所，开展10余场交通安全

讲座，发放3000余份宣讲材料。在停车秩序优化方面，住建

局与交警大队排查交通基础设施，施划1771个停车泊位；交

警大队采取多种执法模式，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清理大量

违规停放车辆，城区停车秩序显著改善。在志愿服务领域，靖

宇县委宣传部等部门发动30余名志愿者组成劝导小队，开展

“文明出行我参与”活动，传递文明出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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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记者祖维晨 实习生马爱妮）在第38个国

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今天，省司法厅在长春市摩天活力城组织开

展为期3天的“全民拒毒 健康人生”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活动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宣传主题，采用特色展

位、分区联动设计，融合知识普及、文艺表演、VR体验、互动打

卡等元素，将禁毒戒毒宣传教育转化为可知可感的文化体验，

打造了集教育性、互动性于一体的多维立体化禁毒戒毒宣传

教育场景。

活动现场，2000余人参加体验，很多参与人员都表示，这

种禁毒戒毒宣传方式新颖独特，在体验活动乐趣的同时，提升

了禁毒知识水平和自我防护意识。全网多平台同步开启线上

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00万。本次活动有效扩大了禁毒

戒毒教育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群体对药物滥用危害的认知，提升了识毒防毒拒

毒的意识和能力。

全 民 拒 毒 健 康 人 生
省司法厅组织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培树新风尚 文明月月行

清晨5点多，妻子和儿子还在熟睡，李长乐

悄声关门下楼，开启了一天的忙碌。37岁的李

长乐是长春市奔跑兔商贸有限公司幸福街站

点的一名骑手，从收到第一份订单开始，李长

乐便在城市纵横交错的脉络里穿行不息。

“以前在厂子干活的时候，计件是整个班

的，做外卖骑手以跑单数量提成，多干就能多

得。”李长乐说，所有人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去打拼奋斗，用自己劳动的汗水挣钱，感觉就

特别踏实。

常年的户外工作让李长乐皮肤黝黑，他

告诉记者，每个月的工资在9000元左右，只要

勤快肯干，送外卖也能有不错的收入。

下午2点，外卖午高峰刚过，李长乐趁着

短暂的空隙来到片区常吃的小店，点了一份

盒饭。此时店里坐着不少同一公司的外卖小

哥，大家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着今天的跑单里

程和接单数量。吃完盒饭，李长乐迅速接单

出发，下午3点烈日当头，37岁的面庞被阳光

镀上一层金边，风驰电掣中，他穿梭于大街小

巷，触摸着这座城市的“脉搏”，和这座城市

“同呼吸”。

“在长春努力8年了，贷款买了房，孩子就在

家门口上小学，等以后父母岁数大了，把老人接

到长春，我感觉现在的生活挺好。”李长乐说。

在骑手之家，忙碌了一下午的李长乐接

了一杯热水，他说如今许多街道都设立了工

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暖心服务，公司对员

工也是关怀备至，这些细微的温暖让盛夏的

烈日变得不再难熬。

晚上9点45分，李长乐完成了最后一单的

配送。手机屏幕上，61份订单、114.5公里的送

货距离，记录了今天的收获。对李长乐而言，

这两个数字承载着生活的重量，而夜色深处，

无数人也同样在耕耘着各自的一方烟火。

李长乐说，他喜欢午夜街头闪烁的霓虹，

但更爱家中那盏始终为他亮着的灯，因为这

一份光亮，是他坚持与奔赴的爱的信念。

快 递 小 哥 的“ 奔 跑 生 活 ”
本报记者 吴茗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王雨）为深化边疆历史文化研

究，挖掘渤海国历史文化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今天上午，渤海国历史研究座谈会在延边宾馆召开。省内

外渤海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等百余人参会。

据了解，渤海国是公元7至 10世纪雄踞东北亚的“海

东盛国”，是与唐王朝“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经济文

化联系紧密的“五方之民”之一，是推动民族融合与文明互

鉴的纽带，承载着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智慧、多元文化的

交融与东亚区域文明的互动。延边州是渤海国文物发掘

相对集中、保存相对完整的重点区域之一，有渤海国东京

龙原府遗址、敦化市六鼎山古墓群、渤海中京城等遗址，丰

厚的渤海国文化遗产资源为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

座谈会上，延边州文广旅局介绍了延边州渤海国历史

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情况；延边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该校

渤海国历史研究工作开展情况和下一步研究方向。在座谈

交流环节，来自中国边疆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

学、通化师范学院等单位的11位专家学者围绕渤海国历史

研究的前沿问题、遗址保护利用的难点痛点、历史文化资源

转化的创新路径等内容畅所欲言。专家们的发言既有对渤

海国族源脉络的深度辨析，也有对遗址保护的创新构想，更

为延边历史文化资源的转化路径提供了宝贵思路。

座谈会前，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延边博物馆、八连城遗址、

裴优城、温特赫部城和古寺庙遗址等地进行了实地踏查。

渤海国历史研究座谈会在延边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