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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宇县那尔轰镇拓展基层治理新格局，以多种宣传
形式为突破口，打造全方位宣传矩阵，截至目前共举办
各类线下宣传活动4场。 记者 郭小宇/摄

近日，客户朱先生
来到农行长春开发区
富豪支行亲手送给该
行员工一袋自制的煎
饼，向员工拾金不昧的
行为表示感谢。

5月 20日，客户朱
先生到富豪网点办理

取款业务后，不慎将
100元现金遗落在柜台
上。内勤行长翟毅在
厅堂服务中发现后，通
过调取监控录像、比对
交易记录、查阅系统信
息，认定为客户朱先生
遗失并主动联系客户。

近年来，农行长春
开发区支行始终坚持

“客户至上、始终如一”
的服务理念，深入推进

“浓情暖域”活动，建立
“环卫驿站”“工会驿
站”，为环卫工人等特
殊群体提供夏可纳凉、

冬 可 暖 身 等 浓 情 服
务。支行先后获得总
行及省行“优秀青年志
愿者组织奖”、省级“青
年文明号”等称号，彰
显了国有银行的责任
与担当。

（曲洪生 齐振东）

拾金不昧暖人心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养老服务
需求越来越大，同时对养老环境和服务质
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顺应社会需求，农
安县和谐街道良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采
用全新的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用餐、
观影、娱乐、运动健身、阅览、书画、健康义
诊等服务，既满足了老人的精神文化健康
生活需求，又解决了儿女的后顾之忧。

服务：全维度满足银发需求

医养融合解难题。良政社区与农安
县中医院共建“幸福医馆”，医馆长期与县

医院、中医院、荣大医院、长春国文医院、
长春爱尔眼科医院、宝塔卫生服务中心、
妇幼保健院等医疗单位合作，免费为入
住老人检查身体。医馆定期由专家坐诊，
提供针灸推拿、慢病管理等服务。78岁
的糖尿病患者张桂芳说：“现在不用出门
就能做血糖检测，还有营养师定制食谱，
真是太方便了。”

助餐服务暖胃更暖心。幸福食堂自
2023年 5月开业以来得到辖区居民的高
度认可，有效解决了老年人、低保户和困
难群体以及部分居民吃饭难问题。该食
堂采用“政府补贴+企业让利”模式，针对
不同年龄段给予餐费补贴，日均接待老人
100余人次，并为行动不便者提供送餐上
门。

精神文化润泽晚年。养老服务中心
目前设有影院、台球室、乒乓球室、书画
室、阅览室、健身室、舞蹈室和音乐室等多
种功能设施场所。社区组建老年合唱团、
书法班等兴趣社团，每月举办“银龄生日
会”“代际互动日”等活动。

创新：多元协同激活养老生态

良政社区首创“五社联动”机制，整合
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社会资源及社区自
治力量。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引入志愿者
开展心理疏导；联合本地晨星志愿者协会
设立“敬老公益金”，已资助 11户困难老
人；发动居民成立“邻里助老队”，结对帮
扶高龄独居老人。

目前社区开展长托养老、日间照料、
短期照料和居家养老四种养老服务形式，
下一步规划新增两项服务，一是上门保
洁，为独居老人提供房间及随身衣物保洁
服务；二是上门医疗，提供保健康复服务。

让老人体面养老，是基层治理的必答
题。和谐街道良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将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以良好的设
施、丰富的项目、优惠的价格、优质的服
务，让辖区居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赵泽明）

托起幸福“夕阳红”
——记农安县和谐街道良政社区

近年来，镇赉县建平乡
积极探寻特色农业发展新
方向，在茭白、香瓜、鲜桃、
葡萄、草莓等产业持续投
入，成绩斐然，有力推动
当 地 农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

茭白产业：盐碱地的绿色蝶变
2024 年春，建平乡在盐碱地示

范种植 1000 亩美人茭，开展南菜北
移技术研究，栽培技术日渐成熟，品
种适应性增强，产量、品质和市场前
景好。与南方茭白相比，镇赉出产
的茭白单品大、出成率高、口感佳，
售价也高。去年畅销上海，每车 40
吨两三个小时售罄。

茭白在盐碱地种植效益显著，
单位产值高，能改良土壤，带动劳动
力增收。

甜瓜产业：科技赋能重焕活力
镇赉县甜瓜主要产自建平乡平

保村。偏碱沙壤土、充足光照、大温
差和嫩江水赋予其独特品质，个头
不大、色泽亮、入口甜，热销东北三
省及北京、天津等地，是农民增收重
要途径。2013年被认定为无公害农
产品，2017 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2023 年，省农科院与建平乡政
府合作，免费分发嫁接瓜苗，引入新
技术建示范区。今年，免费瓜苗增
至30万株，辐射6个村，解决露地重

茬问题。棚室种植采用贴接技术，
成活率超90%，结合授粉方式，产量
高、增收明显。大地种植育苗由省
农科院团队负责，瓜苗长势好。

鲜桃产业：困难村的甜蜜转身
大岗村曾是困难村，2016 年引

入玉木耳栽培技术，建成21栋大棚，
成为全省最大生产基地之一。

2023年，乡里、驻村工作队和村
集体决定对玉木耳大棚转型，引入
磐石优质大棚桃树。鲜桃采摘园在
金边湖畔，依托气候选四大抗寒桃
种，采用合作社模式，由村办合作社

统一管理。结合“特色经济 + 观光
采摘”，通过村书记直播带货、与商
超合作销售，注册“岗上红”商标。

葡萄产业：草原高岗的致富阳光
2019 年，省工信厅与大岗村集

体共投入210万元建葡萄产业园，建
设18栋大棚，主种“阳光玫瑰”等优
质品种。葡萄园处原生态草原高
岗，光温条件好。施用有机肥、人工
除草等确保绿色无公害，专家团队
技术指导与标准化管理。

园区采用“合作社+农户”模式，
结合“特色经济+观光采摘”，利用网

红经济与线下合作拓展
销售，注册“岗赉香”商
标。葡萄品质佳，甜度
高，每斤单价达 20 元。
年均产值 40 万元，为村
集体增收 4 万元，带动

30 多 户 脱 贫 户 人 均 年 增 收 5000
元。

草莓产业：技术帮扶下的新希望
平保村农户用 1 栋 500 平方米

温室种植草莓，采用高架基质栽培
草莓+土壤地栽叶菜和传统土壤地
栽草莓两种方式，选用隋株等品种，
规划450棵种苗。2024年4月 ，省农
科院提供技术指导与补助。作为示
范样板，平保村引进新品种，推广新
技术，提升了产量、品质与土地利用
率。从2024年11月至今，产出草莓
2500斤，收入15万元。 （徐境）

建平乡：特色农业蓬勃发展

5月26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建国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前往临江市
外国语学校举办别开生面的“警心护童、粽香传情”主题活动。

宋鑫 赵文瑞 记者 郭小宇/摄

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的背景下，公主岭市怀
德镇中心幼儿园以《学前教
育法》为指导，探索出一条
乡村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创
新路径。这座扎根乡土四
十余载的教育机构，通过资
源开放共享、家园社协同育
人，为乡村振兴注入教育活
力。

面对城镇化带来的生
源变化，幼儿园突破传统办
园模式，将专业教育资源向
全镇家庭辐射。每日免费
开放活动空间，开展手工、
科学实验、亲子游戏等项
目，惠及不同年龄段儿童及
家长；定期举办乡土文化主
题活动，引导家长参与育儿

实践，构建开放共享的社区
教育网络。组建教师志愿
队入户指导，开发节气农
事、传统手工艺等特色课
程，让教育服务深入田间院
落。作为农村学前教育改
革的实践样本，通过空间改
造、服务延伸和文化传承，
实现了从“保育机构”向“社
区教育枢纽”的转型。

（郝玉丹）

怀德镇中心幼儿园

创新实践普惠学前教育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王玉明自1987
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投身教育事
业，三十四载始终扎根教学一线，将一名
党员的初心融入教育实践。2024年退休
之际，她婉拒高薪邀约，主动奔赴黑龙江
省五常市万宝学校，担任高二10班班主
任，续写育人新篇，展现“退而不休”的师
者担当。

在三十四载的班主任生涯中，王玉明始终践行“一
名党员一面旗”的承诺。她曾连续数月深夜走访，帮
助迷失少年重拾学业信心；自费为困难学生购置学习
用品，用“每日微目标”引导后进学生不断进步。2014
年，她主动接手合并班级，创新组建“知己班”，以“风
险我担当”的承诺凝聚集体力量，通过思政教育与学
科融合，使班级蝶变为学风标杆。2024年赴五常市万
宝学校后，她每天清晨六点到校，为高二10班学生定
制个性化成长方案，用保温饭盒带去早餐，以“陪伴式
教育”点燃乡村学子奋斗热情，班级整体成绩显著提
升。

在五常市万宝学校的讲台上，61岁的王玉明依然
保持着“课堂大于天”的执着。她将多年班主任经验
凝练成《心灵对话十二法》，无偿分享给乡村教师；牵
头组建“银发讲师团”，通过师徒结对培养青年教师。

从教以来，王玉明荣获“吉林好人”“省级优秀教
师”等20余项称号，却始终坚守朴素本色。办公室墙
上“把心种进教育沃土”的书法作品，映照着这名党员
教师的赤子情怀。如今，她仍带着高二10班学子晨读
暮省，诠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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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上午，延边边境管
理支队双目峰边境检查站民警
在G331国道沿线巡逻期间，发
现一只落单幼熊，因体力较虚弱

“躺”在路旁。民警对其进行简
单喂食，并进行初步检查，发现
并无受伤痕迹。

检查站民警第一时间联系
驻地动物保护部门，与动物保护
部门工作人员合力将幼熊送往
驻地动物救助站。经长白山自
然保护管理中心野生动物救助
站工作人员确认，该幼熊为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棕熊，约 3 个月
大。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该幼
熊现体力较弱，暂未发现受伤迹
象，将进一步进行检查，待体能
完全恢复后放归大自然。

边境检查站民警利用执勤
卡点普法宣传、警民联系群通告
等方式，对过往群众及施工作业
人员进行安全预警，避免发生与
成年棕熊相遇等情况。

双目峰边境检查站

及时救助幼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