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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胡波 乔元兀 记
者 侯春强 报道 为维护城乡
河流生态环境，共建绿美家
园，近日，抚松县河长制民间
河长、爱心协会联合抚松镇、
露水河镇、万良镇等地志愿
者，开展“守护母亲河，共创美
好家园”环境保护公益行动。

活动中，志愿者身着统一
红色服装，顶着烈日分组行
动，对河岸、水面、桥下及草丛
区域的塑料袋、饮料瓶、烟头
等垃圾进行全面清理。他们
分工协作，有的负责捡拾，有

的负责清运，忙碌的“志愿红”
身影与青山碧水构成一道靓
丽风景线。在清理过程中，志
愿者还向群众宣传环保知识，
倡导“不向河道乱扔垃圾”的
文明习惯，居民深受感动，纷
纷加入清洁队伍。

抚松县爱心协会会长张
洪友介绍，将持续组织此类活
动，定期开展河道巡查清理，
加强环保宣传，号召全社会共
同守护水资源，为打造“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抚松
贡献力量。

抚松开展“守护母亲河”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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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彰显全区职工群
众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与向
上向善的精神风貌，6 月
13 日，长春市双阳区委宣
传部联合区总工会举办

“文明视界 光影同行”短
视频创作培训班。

理论培训环节，授课
教师围绕精神文明宣传工

作的意义与要求，从文字
稿件撰写、短视频制作、图
片拍摄与选用等维度，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
阐 述 ，为 参 训 人 员 提 升
全媒体技能提供重要指
导。

实践培训中，参训人
员走进奢岭街道霍小蔓草
莓小镇与齐家镇曙光朝鲜
族民俗村，切身感受家乡

特色产业与民俗文化魅
力，以镜头为笔，记录家乡
文明风采。实践教学老师
为参训人员带来生动的实
操课程，不仅细致示范手
机及专业拍摄设备的操作
技巧，还针对短视频拍摄
中的难点问题，重点讲解
如何在自然光环境下巧妙
构图、捕捉生动画面，以及

在复杂环境中录制清晰稳
定的声音。

培训吸引了来自全区
各乡镇（街）、经开区、各单
位部门的宣传骨干、工会
会员以及社会各界短视频
爱好者积极参与。通过

“理论＋实践”的沉浸式学
习，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
用光影语言展现城乡文明
新风尚的技能水平。

“文明视界 光影同行”

双阳区举办短视频创作培训班

为有效应对汛期
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永吉县黄榆乡
于近日开展防汛演练，
117 名村干部及村民代
表协同参与。

此次演练以极端
强降雨引发河水漫堤、
村庄受淹为背景，在黄
榆村、茶壶咀村、平埠子
村、小河沿村、乱石桥村
开展。警报拉响后，黄
榆村预警监测组率先通
过应急广播、铜锣发出
警示，其他四村同步启
动响应。在转移安置组
引导下，村民按照既定
路 线 ，迅 速 向 高 地 疏
散。各村重点组织老弱
群体优先撤离，全程搀
扶护送；交通治安组及
时疏通道路，保障救援

车辆通行。
此次多村联动演练，既检验了应

急预案的实用性，也提升了群众防灾自
救能力。黄榆乡将总结经验，持续开展
隐患排查，完善应急机制，为安全度汛
夯实基础。 (崔馨予）

黄
榆
乡

防
汛
演
练
筑
牢
安
全
防
线

日前，延边边境管

理支队双目峰边境检查

站开展边境政策法规宣

传活动。 安博/摄

本报讯 邓乐 石毅 记者
吴连祥 报道 挖掘中医药文
化 底 蕴 ，丰 富 夜 间 文 化 生
活。近日，辉南县“文化辉
南”中医夜市启幕，不仅为居
民带来了全新健康体验，还
为群众创造感受中医药魅力
的平台。

“文化辉南”中医夜市由
县城管局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主办，县卫健局、市场监
管局、文广旅局、文联承办，
地点设在县城朝阳镇早夜
市。

一缕缕中草药香、一项
项中医适宜技术、一杯杯中
药茶饮……走进夜市，人潮
涌动，热闹非凡。舞台上，歌
舞表演轮番登场，动感的旋
律与灵动的舞姿吸引居民纷
纷驻足。诊疗区内，辉南县
中医院、朝阳镇卫生院、双凤
卫生院及知名中医诊所悉数
入驻。中医现场为居民把脉
问诊，解答健康疑问，并根据
个人体质提供专业的调理建
议。同时，医师还进行手法
展示，让人们直观感受中医

推拿、按摩等手法的精妙之
处。不少“上班族”表示，平
时工作比较忙，很少有时间
去医院。现在，中医夜市的
开办，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也
能便捷地享受到专业的中医
服务。

“中医夜市传播中医文
药文化，很有意义，比如把
脉、针灸等一系列项目都可
以了解。来夜市不仅增长了
中医药知识，还使自己的业
余生活更加有色彩。”朝阳镇
居民任文说。

“传承中医瑰宝，点亮辉
南夜韵。”按照这一理念，“中
医夜市”将中医服务与夜市
文化相结合，每天18点至20
点为运营时间，各医院、卫生
院及知名中医诊所的专家入
驻诊疗区，提供中医把脉、诊
疗、针灸、推拿等特色服务，
展示中医药的独特疗法。同
时，还将宣传普及养生知识，
开展中药材辨识、制作香囊
等活动，并举办中医药文化
传承讲座，提升群众的健康
素养。

推动中医药融入夜生活

辉南中医夜市火爆开市

鸟鸣幽谷，蛙声一片，芍
药花海随风摇曳，永丰水库波
光粼粼。

6月的磐石市石咀镇永丰
村，来自周边城市的游客正沿
着环湖栈道漫步，孩童在儿童
游乐区嬉笑奔跑，民宿小院里
飘出铁锅炖的香气……这个
曾被贫困笼罩的小山村，如今
正以乡村旅游为笔，在黑土地
上勾勒出一幅产业兴、百姓
富、生态美的振兴画卷。

“过去我们守着绿水青山

过穷日子，现在游客来了，村
里的人气旺了，连空气都能

‘变现’。”村党支部书记刘志
刚站在乡村记忆博物馆前感
慨道。这座 2020 年建成的博
物馆，通过石铲、老钟表、农耕
器具等400余件展品，诉说着
村庄从“王麻子沟”到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的蝶变历程。
而博物馆外，总投资800万元
的豆油加工基地机器轰鸣，年
产400吨的鲜榨豆油正通过电
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带动周

边 100 余农户年均增收
4000元。

产业融合是永丰村破
茧成蝶的关键密码。在
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构
建起“三产联动”发展格
局，打造“十区一地一空
间”旅游矩阵。“游客来了

能采摘、能体验农事，走的时
候还能带走有机大米和手工
豆油，产业链条全打通了。”富
美山庄总经理徐小君介绍，仅
2024年，山庄接待游客4万余
人次，带动村集体增收超 200
万元。

在游客中心，员工孙波和
冯青敏正在忙碌。孙波负责
水库垂钓区的管理，她笑着
说：“以前钓鱼是爱好，现在成
了工作，指导游客调漂、挂饵，
这 种 生 活 变 化 做 梦 都 没 想
到。”在餐厅担任服务员的冯
青敏，则见证着乡村旅游带来
的“洋气”转变：“我们的咖啡
特别受欢迎，很多家长带着孩
子来体验‘乡村里的西餐’。”

为了让游客“留得住、玩得
好”，永丰村不断升级旅游体
验。108 栋果蔬大棚里，金红

娃葡萄和彩色辣椒迎来采摘
季；6公顷芍药花海旁，新落成
的户外露营基地支起了星空
帐篷；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的研
学路线，让游客在重走抗联路
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我们
正在开发冬季雪上乐园项目，
未来要实现四季皆有景、全年
可游玩。”刘志刚指着水库旁
的施工场地介绍。

如今的永丰村，人均年收
入突破3万元，村集体收入连
续三年超200万元。从“省级
贫困村”到“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这个位于长吉图经济带
上的小山村，正以乡村旅游为
引擎，驱动着产业振兴、人才
回 流 和 文 化 传 承 的 良 性 循
环。正如徐小君所说：“游客
眼中的‘诗与远方’，正是我们
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永丰村的“诗与远方”
陈梦昕 谷禹 本报记者 徐文君

近日，龙井
市开山屯边境
派出所组织开
展队列训练，进
一步提升民警
能力素养和队
伍 战 斗 力 。

景枫/摄

本报讯 姚新
影 报 道 初 夏 时
节，舒兰市七里乡
新民村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规
模化地瓜与黄瓜
种植项目正稳步
推进。这生机勃
勃的画卷，得益于舒兰市
今年创新实施的“名誉村
主任”机制。

该机制旨在遴选具备
产业、管理、技术优势的人
才赴试点村任职，以“能人
反哺”激发村级经济活
力。新民村“名誉村主
任”、润民种业总经理周君
相到任后，同村干部深入
调研，结合本地自然禀赋，
科学选定地瓜与黄瓜作为

特色发展项目。日前，1.1
万株优质地瓜种苗已完成
标准化种植。周君相充分
发挥企业家优势，为村民
提供技术指导与产销服
务。村民陈威丽说：“现在
种地有了‘科技帮手’，干
劲更足了。”

“名誉村主任”机制释
放人才效能，助力产业培
育、项目落地与人才回流，为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能人反哺激活乡村产业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近日，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食
用豆研究所试验田内，科研
人员正在对两公顷绿豆种
质资源开展精密播种。所
长吴国芳介绍，团队通过系
统筛选荚长、籽粒大小及
黄、黑、明绿等稀有性状的
优质个体，持续优化“白城
绿豆”百年基因库，为品种
创新提供核心支撑。

白城地处半干旱区黄
金种植带，年均日照 2900
小时、显著昼夜温差孕育出

蛋白质含量超 26%的优质
绿豆。明星品种“白绿 9
号”脂肪含量低于1%，裸种
公顷产约 2200 斤，覆膜种
植亩产突破350斤，已推广
至通榆、洮南及内蒙古通辽
等地区。

产 业 升 级 同 步 提
速。2020 年，“白城绿
豆”入选中欧首批地理
标志互认产品，跻身国
际市场；2021年获评“吉
林十大地理标志”，其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

获批筹建，实现白城该领域
“零突破”。目前全市绿豆
种植面积 43.68 万亩，年产
量4.74万吨，昔日小特产已
蝶变为科技驱动的“大产
业”。

科技赋能绿豆产业发展

近日，龙井市开山屯边境派出
所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引导民警
强化底线思维。 景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