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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毛、黏土、陶瓷……这
些乡土元素会碰撞出什么火
花？2月16日，在舒兰白鹅文
创工作室，一幅幅鹅毛黏土画
栩栩如生、一只只白鹅玩偶造
型可爱，吸引众多顾客前来选
购。

舒兰白鹅文创工作室位
于特色餐饮主题街区——舒
兰鹅街，是市委、市政府充实
鹅街文化内涵，打造文旅新亮
点的重要举措。工作室负责
人、黏土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纪艳蕊利用白鹅形态优
美、寓意高雅的特点，与水曲
柳球黏土的可塑性相结合，创
作出一批涵盖黏土鹅、毛绒玩
具、鹅毛黏土画等种类的文创
作品，为白鹅产业的蓬勃发展
做出艺术诠释。

在2023年全省首届民艺
展上，鹅毛黏土画作品《舒兰
白鹅》卖出 5 万元 的 高 价 。

“每个白鹅主题作品，都融
入了我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和热爱。我喜欢用黏土塑
造家乡的美好，展现舒兰独
特而富有魅力的元素。”纪
艳蕊说。

延伸价值链，释放新价
值。舒兰市委、市政府不断开
拓农文旅融合发展增值空间，
通过“白鹅+文创”模式，不断丰富白鹅产业文化内
涵和创意体验。

2024 年，全市书画、陶瓷、文创等门类的文艺
工作者围绕白鹅产业创作陶艺、书画、剪纸等各类
文化产品，探索将白鹅传统养殖与现代创意设计相
结合，打造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IP，通过展
览等形式，让市民、游客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了解
白鹅产业，感受艺术氛围。

随着一系列以白鹅为主题的文创产品不断涌
现，舒兰白鹅产业在文化沃土上绽放出新的光
彩。这些融合了产业元素与现代创意的作品，
不仅展现了舒兰独特的文化魅力，也极大地提
升了白鹅产业的附加值和市场影响力。舒兰市将
继续深耕“白鹅+文创”模式，不断探索和创新，擦
亮“鹅城”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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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于佳明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蛟河市以创新实践书
写信用建设新篇章，通过构建

“政务诚信引领、信用监管护
航、惠民应用赋能”三位一体发
展模式，成功跻身全国信用建
设第一方阵。2024 年，蛟河市
在全国383个参评县级市中，城
市信用综合排名8月、11月两次
位居全国第六名、10 月位居全
国第九名，均列东北地区首位。

蛟河市将政务诚信作为社
会信用体系的“压舱石”，通过
制度创新筑牢诚信根基。组织
部门建立全市公务员信用档
案，将信用教育纳入入职必修
课，开展政务诚信建设“廉洁从
政第一课”专题培训，连续三年

新入职公务员信用培训覆盖率
达到 100%。实施政务公开政
策，推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
政务信息全量公开，政务服务

“好差评”满意度连续四年实现
100%。这种“制度+教育+监
督”的组合拳，使政务诚信成为
蛟河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

在市场监管领域，蛟河市
坚持把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
慧监管作为加强市场监管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
市场监管综合能力。对信用优
良企业减少打扰，信用较差企
业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对失信
企业进行联合惩戒，发挥信用
评价在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
管效能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

时，依托吉林省中小微企业融
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累计为
守信企业授信超 2.19 亿元，破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这种

“守信得便利、失信受约束”的
机制，降低了对企业的打扰，提
高了支持力度，为企业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蛟河市将信用价值转化为
民生福祉，创新开发 11 个“信
易+”应用场景。为各行业优秀
守信主体发放市民诚信卡，市
民凭诚信卡可享受健身年卡 7
折、购药专属折扣、观影立减等
20 余项优惠，守信激励覆盖衣
食住行各个领域。这些看得
见、摸得着的信用红利，充分发
挥榜样作用，激发了全民守信

热情，有效推动蛟河市志愿服
务、助残扶弱、献血捐赠等公益
事业积极发展，在全市形成“信
用有价、守信受益”的社会共
识。

依托吉林市信用综合服务
平台，蛟河市归集水、电、燃气、
不动产、科技研发等32个领域
信用数据共计30余万条，为建
立企业信用模型奠定坚实基
础。通过实施信用数据工程，
将公共信用信息、市场信用信
息、金融信息等进行统一整合
归集，为行政监管、审批服务、
利民便民、企业扶持、基层管理
等跨部门多场景协同应用提供
数据支持，让信用数据成为地
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以信用建设赋能城市发展

蛟河打造“诚信之城”新标杆

本报讯 常平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通化县全面实施“特”“优”战略，着力
培育打造鲜食玉米、蓝莓、道地中小
药材等特色产业，蹚出富民新路
径，有力地推进了乡村全面振兴进
程。

通化县，北纬41度，东经125，属
于世界“黄金玉米带”，产出的鲜食玉
米清香甜糯，享誉四方。凭借这一优
势，通化县因势利导，依托独特的资
源禀赋，引导扶持新型经营主体调整
种植结构，发展鲜食玉米产业。目
前，通化奥禾食品有限公司、通化圣
昌食品有限公司等鲜食玉米加工龙
头企业采用“订单+农户”的生产经
营方式。经过持续发展，全县鲜食玉
米加工企业发展到 16 户，带动一大
批农户“入龙”发展。2024 年，全县
共签订鲜食玉米种植面积 15 万亩，
带动3万多农户增收。

光华镇生态环境优良，气候条
件优越，具有发展蓝莓产业的良好环
境。近年来，通化县积极推动光华镇
打造蓝莓特色产业小镇，推行规模化
种植、良种繁育、精深加工、采摘旅游
等三产联动，全链条融合发展。目
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达到 1 万亩，

2024 年蓝莓鲜果产量约 6800 吨，产
值1.7亿元。

“我们有7600亩蓝莓种植基地，
盛果期单日产量100多吨，收储基地
500名工人同步作业，每天30吨左右
的鲜果蓝莓从这里通过冷链发往全
国各地。”通化禾韵现代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员徐嘉远告诉记者。目
前，企业建起1.2万吨收储基地、4000
吨产品深加工基地，产品涵盖鲜果蓝
莓、蓝莓果汁、蓝莓果干、蓝莓果酱、
蓝莓果酒等系列产品，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条。

道地中药材种植成规模。目前，
通化县境内已发现道地中药材 500
余种，被誉为“立体资源宝库”。多年
来，通化县持续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
产区集聚，推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
展，从中药育种、种植、加工，实现检
测、监测评价全覆盖。开展道地中药
材种质资源培育、中药材林下仿生栽
培等技术研究。2024 年，全县以园
参、西洋参、林下参、平贝母、北细辛
为主的中药材和玉竹、苍术、淫羊藿、
黄精等为辅的道地中药材留存面积
达到12.8万亩，总产量1.2万吨，创产
值9.59亿元。

通化县农特产业创高效带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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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2
月18日，2025年长春市春季人才
交流大会暨“春风行动”服务专
场活动在长春人才市场举办。
招聘活动由长春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主办，旨在全面助力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
充分就业，为重点产业企业不断
招才引智。

在招聘现场记者看到，众多
求职者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仔
细阅读招聘信息，积极咨询，与
用人单位深入交流。

“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希
望能找到合适的企业留在长春，
这两年长春发展很快，又有很多
人才新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吉林工商学院毕业生赵佳琪说。

为实现产业岗位细分、岗位
匹配与区域经济联动，招聘对接
服务版块分设“专精特新”企业
招聘、“春风行动”服务、城区（开
发区）招聘、就业见习对接、直播
带岗五个专区，共邀请长春市
173家重点企业，提供4058个就
业岗位，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将众多优质岗位和优
惠政策推送给更多人才，实现活
动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互动。

现场，求职者带着精心准备
的简历，与各企业招聘负责人沟
通交流，咨询应聘岗位的相关要
求以及薪资待遇等问题。

“我们有库管、审计专员、研
发工程师等多个岗位，目前公司
对招聘的需求持续增加，惊喜的

是，上午收到的简历数远超预
期，而且多数应聘者非常优秀。”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HR专员张雨非介绍说。

“通过一系列招聘活动，为
全市重点产业解决人才需求，为
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
进人岗精准匹配，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负责人介绍。

当日，入场求职人数 2356
人，企业收取简历 1231 份，其中
825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
业意向，抖音线上直播带岗累计
观看 2.8 万人（次），互 动 参 与
4485 人（次）。参会企业纷纷表
示，此次招聘会岗位匹配度高，
求职者素质优良。

173家企业提供4058个岗位

长春市“春风行动”服务专场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