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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承山水文化，打造
八小精神”为发展之本，抚松
县第八小学始终秉持“提高
教师素养为根基，办山区百
姓满意的教育”的宗旨。校
长张金宽提出“做人如水，做
事如山”的教育理念，为学校
发展指明方向。在“立志成
山、汇智成川”的校风引领下，学
校全方位开展教学改革实践，推
动师德与专业协同成长。

在教学改革方面，学校创新
“三学法”，构建快乐“123”教学
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将自主学
习与合作探究、课前热身与交流
展示相结合，高度关注学生的学

习兴趣、思维发展与成长。同
时，深入开展语文主题学习实
验，探索“分层教学”策略，构建
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实现各学科
同步教改。从教研组到教务处
分层落实，以评选优秀教改成果
等方式以研促改，提升教学品
质。

为推动教师成长，学校制
定名优、骨干教师培养方案，
构建梯队式培养体系。骨干
教师不仅在主学科发挥作用，
还辐射多学科，并结合地域特
色开设特色课程。通过“悦读
阅美”系列活动、“培根补水工
程”以及“我的主题我的课”等

各类展示活动，激发教师自我发
展动力。

辛勤耕耘结出累累硕果。
学校连续多年被评为教学管理、
教师培训先进单位，被确立为各
级实验校、科研基地校，今年获
评“全国义务教育教学教改实验
校”。 （张培菊 王宇）

山区教育绽芳华
作为吉林巨晟轻合金

有限责任公司的优秀管理
者，贾利利扎根行政管理
一线，以创新为笔，以服务
为墨，诠释着新时代产业
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贾利利深入车间一线

调研，绘制现有流程图，精
准定位近 20 处冗余环节。
同时，参考行业最佳实践，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改
革适配。她选择生产采购
计划、采购报销等高频业
务作为突破口，开展敏捷

试点，快速验证改革
成 效 后 进 行 全 面 推
广。在她的主导下，
成功打通 9 个部门业
务流程，建立起数字
化行政体系。跨部门
协同方面，明确各部
门 责 任 人 与 交 付 节

点，建立生产调度群
共享数据库，推行线
上签批，将平均审批
时间从 32 小时大幅

缩短至 4 小时。这一系列
创新管理举措成效显著，
业务流程平均耗时降低
40%，年节约人力成本超35
万元，推动企业从“职能导
向”向“流程导向”成功转
型。

贾利利牵头组建的企
业科创团队成绩斐然，在
2024 年度斩获 9 项实用新
型专利。随着团队技术成
果的逐步转化，生产部产
品良品率得到有效提升，
助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
竞争力增强。

暖心服务显担当

在双辽市消防救援
大队，南运路消防救援
站战斗员刘达以“满分
战绩”闻名。26 岁的他
以 826 次灭火救援、137
名群众获救的实战成绩
和全省潜水比武“全优
满分”的过硬本领，诠释
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
的使命担当。

2019年加入消防救
援队伍的刘达，始终以

“练为战”的信念磨砺技
能。训练场上，他是公
认的“拼命三郎”——单

杠卷身上项目保持队史
纪录，2022年、2024年连
续两届全省潜水比武
中，以零误差操作成为
唯一“双料满分”选手。

翻开刘达的作战档
案，惊心动魄的场面历
历在目：地下车库火灾，
他三闯爆炸火场更换空
呼器，阻截蔓延至居民
楼的大火；居民楼火灾，
他两度冲入炙热浓烟，
用肩膀架起“生命阶梯”
救出昏迷老人。抗洪抢
险中，作为潜水组长的
他带领队员36小时不眠
不休转移 42 名群众，被
洪水泡白的双脚成为最
动人的勋章。

从青涩新兵到业务
标杆，刘达用 1800 多个
日夜的坚守证明：消防
员的伟大不仅在于赴汤
蹈火的瞬间，更在于日
复一日对生命的敬畏与
守护。

火场逆行写忠诚

日 前 ，龙 井
市开山屯边境派
出所组织民警开
展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交流讨论活
动。 景枫/摄

近日，永吉县黄榆乡
开展“党群携手添新绿，共
建生态美家园”活动，党员
干部与群众携手同心，共
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
洋溢着热火朝天的劳动氛
围。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手持铁锹、花
铲等工具，挖坑、栽苗、填
土、浇水，每个环节都一丝
不苟；群众也不甘示弱，积
极配合，干劲十足。大家
分工明确、默契配合，有人
小心翼翼地将花苗放入挖
好的坑中，有人仔细地培
土压实，有人提着水桶为
花苗浇水，欢声笑语回荡

在田野间。
此次活动，美化了乡

村环境，提升了乡村“颜
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带头参与劳动，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群众积极响应，主动投
身家乡建设，增强了对家
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
株株花苗，种下的是希望，
收获的是生态与和谐。

黄榆乡将秉持绿色发
展理念，组织开展更多生
态建设活动，凝聚党群力
量，共同打造环境优美、生
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绿
色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底
色。

黄榆乡打造宜居美丽乡村

本报讯 王贺 刘鑫嵘 报道 通榆县盛
隆电气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于
2024 年 10 月开工建设，目前，厂房钢构
已完成主体搭建，预计今年 9 月竣工投
产。

走进盛隆电气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施工现场，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目前，
一期项目厂房钢构主体已顺利搭建完成，

办公楼基础施工也同步有序开展，整体轮
廓清晰可见，正朝着竣工投产的目标稳步
迈进。

产业园负责人彭勇介绍：“项目主要
生产智能型高低压开发柜、智能型变压
器、智能型直流屏和绝缘型环网柜。项目
建成后占地 6 万平方米，产值可达 5.3 亿
元左右。整个产业园用工350人，目前建

设用工达110人。”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 7 亿元，分

两期实施。一期工程预计于今年 9 月竣
工投产，二期工程计划于今年 10 月底正
式启动施工建设。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
成规模化、智能化的电气设备生产基地，
为通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就业稳定
提供有力支撑。

通榆盛隆电气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工程持续推进

近日，临江市花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教育
活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宣讲、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群众、
辖区商户普及相关知识。 记者 郭小宇/摄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以“引领改革、支
撑发展”为使命，紧扣“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办学目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产教融合为核心引擎，在服务地方
经济、深耕行业发展、推进国际交流等领
域持续发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产教融合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学院始终将服务地方经济作为重要
使命，深度融入辽源市发展大局，推动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
合。

学院与北方袜业集团联合开设“北
方袜业定向班”，围绕机械制造及自动
化、服装设计工艺两大专业，构建“双主
体”育人模式。企业深度参与招生宣传、
课程设计、教材编写，确保人才培养与岗
位需求精准对接；创新性推出学费激励
政策，毕业生入职满三年可全额报销学
费，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的良
性循环。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高技能
人才走进课堂，将袜机智能化改造、新型
纺织材料研发等实际课题融入教学；学
院为企业授牌“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
生参与生产线优化、袜品设计等项目，近
两年累计孵化技术改进方案12项。

药学院与吉林天萝冰露生物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合作同样亮点纷呈。双方
对标“中医药 + 跨界融合”战略，构建

“产、学、研、教”一体化协同育人模式，打
造“绿色农业、中药种植、休闲康养、研学
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校企联合申报
的吉林省“百千万”农业人才培养计划项
目成功立项，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培养出一批契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实现学校、企业、学生多方
共赢。

精准对接培育产业升级生力军

学院以无人机测绘技术、工程测量
技术和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为核心，组建

“低空经济”专业群，致力于为行业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
可靠支撑。

“低空经济”专业群创新构建“军地
协同、双轨并行”人才培养体系，打造“校
内实训 + 军营演练 + 企业实习”多元实
践教学模式：校内建设高标准无人机模
拟飞行实训室、地理信息数据处理中
心。推行“校企联动、项目驱动”实战化
教学，将无人机测绘、环境监测、电力巡
检等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实践
中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师生团队深度参与辽源市实景三维
城市建设、采煤沉陷区模型构建、古建筑
保护等项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赢得行业广泛认可。

开放合作搭建职教交流新平台

在国际化办学道路上，学院积极拓
展国际合作，与德国牙科技术协会携手
创办德标牙科技术学院，引入德国“双元
制”教育模式，开设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开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新篇章。
学院组建由德国牙科技术协会派遣专家
构成的师资团队，采用德国现行职业培
训体系，实施标准化、模块化教学，强调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凭借优异的教学
成果获评“吉林省特色高水平高职专业”
并通过终期验收。学院与企业共建数字
化义齿设计中心和正畸产业学院，建立
先进实训基地和产学研平台，已累计培
养千余名高素质技能人才。

从服务地方到深耕行业，从本土实
践到国际合作，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以产
教融合为纽带，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
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多维突破，为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辽源智慧”与

“辽源方案”。 （郝毅 孔繁侠）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生动样本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小记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仲春时节，临江市桦树镇
杨木顶子村千亩李子花
竞相绽放，沿山腰绵延如
雪，形成独特生态景观。
该村依托高寒气候与优
质土质，培育出品质优
良、口感独特的晚李，打
造“五月赏花、九月摘李”
农旅品牌，吸引大量游
客，助力乡村“颜值”与

“价值”双提升。
据村党支部书记刘

广富介绍，全村晚李种植
面积达 400 余亩，年产量
约 10 万斤，年收入约 20
万元。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模式，该村整

合资源，严控品质，推动
晚李标准化种植，并探索
果树认养多元增收路径，
实现产业联农带农。

杨木顶子村的李子
花不仅装点了春天，更承
载着桦树镇乡村振兴的
希望。未来，桦树镇将深
挖本地资源，优化产业结
构，打造更多特色“一村
一品”项目。

李子花解锁致富“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