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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新时代长春普法IP形
象、评选表彰“谁执法谁普法”
优秀案例、 举办大型宪法宣讲
会，一场别开生面的主场宣传；
宪法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
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
络，7个各具特色的主题日；征
集微视频、开展网络知识竞赛、
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旁听庭
审、送法到宗教场所，10项丰富
多彩的专题活动……

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来
临之际，11月28日下午,由长春
市委宣传部、 市委全面依法治
市委员会办公室、 市司法局联
合开展的长春市2019年“宪法
宣传周” 活动在宽城区正式拉
开帷幕。

启动仪式上， 有关负责人
宣读了《2019年长春市“宪法
宣传周”活动安排》。

以“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为牵引，广泛开展宪法进万家、
宪法知识竞赛、宪法晨读、宪法
报告会等活动， 切实增强宪法
宣传教育的灵活性； 要坚持多
措并举，落实普法责任，服务中
心大局， 不断提升宪法宣传教
育的实效性， 以宪法贯彻实施
为强劲动力，推动法治城市、法
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着力打造法治营商环境， 为建
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提供坚强

的法治保障。
启动仪式上， 发布了新时

代长春普法IP形象“畅畅”和“思
思”，表彰了在“谁执法谁普法”
案例征集活动中组织得力、表现
突出的5家单位和10篇优秀案
例。 同时，吉林宇中人律师事务
所的王立明、 于豪律师， 还为
600名宽城区企业经营者和区
直机关干部带来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讲座。 /记者李娜报道

长春市2019年“宪法宣传周”活动启动

活动中，省图书馆少儿部
主任、儿童文学作家郝天晓介
绍了省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
的整体情况以及全国少儿阅
读推广的整体形势。 多年来，
省图书馆非常重视少儿阅读
推广活动，不断在提升服务品
质、拓展服务范围、打造服务
品牌等方面下功夫，在我省乃
至全国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

反响。 目前，省图书馆少儿部
年均开展少儿活动百余次，年
受众群体 10 余万人。 从农民
工子女书画大赛精品展到“青
青草”系列活动，从诺亚方舟
特色活动到学生书房建设，从
“寒 - 阅书香节”到“暑 - 阅书
香节”， 省图书馆少儿部打造
了一系列品牌服务，特殊群体
服务更是在全省乃至全国图

书馆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中图学会举办的未成年人
活动案例评比中屡获殊荣。 少
儿部副主任王桂敏、少儿部员
工高鹏、李丹分别介绍了青青
草科普沙龙系列活动、亲子图
书管理员、青青草英语沙龙系
列活动、 传统文化系列活动、
少儿真人图书馆活动的基本
情况。 与会专家针对少儿阅读

推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

吉林省图书馆名誉馆长
赵家治指出，阅读是一个人的
成才之道，阅读是安身立命之
本， 少儿阅读推广任重道远，
使命光荣艰巨。 他希望少儿部
继续开展具有时代特点的阅
读推广活动，努力让活动接地
气、聚灵气、有生气，吸引少儿

读者广泛参与，使他们知学有
兴趣、好学养习惯、乐学育境
界。

吉林省图书馆“阅读会客
厅”活动将持续开展。 省图书
馆力争把这一活动做成阅读
推广人、图书馆员、作家、学者
沟通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推动
我省的阅读推广工作。 /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吉菜”是独具吉林特色的
地方风味菜系。 1999 年，吉林
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开发吉菜，
以小餐桌拉动大经济” 的重大
决策。 二十年来， 我们按照省
委、 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坚持

“天然、绿色、营养、健康”的发
展理念，共享“吉祥、吉庆、吉
利”美好寓意，秉持“经济实惠、
好吃不贵、服务大众”的市场定
位，加大政策扶持，成系列推动

菜品开发、 成板块打造吉菜品
牌、成片区拓展吉菜市场，成体
系培育吉菜文化，如今，吉菜已
经成为深受东北广大消费者喜
爱的菜系品牌和全国餐饮界的
一张名片。

吉菜发展的 20 年，也是我
省餐饮业快速发展的 20 年。以
吉菜发展为主体的餐饮业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这二十年，是成
系列开发新品的二十年。目前，

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俗菜、 山珍
菜、民族菜、生态餐饮和宫廷菜
等 5 大系列 38 个标准菜品。这
二十年， 是成板块打造品牌的
二十年。全省已经围绕名菜、名
点、名宴、名小吃、名店、名厨等
6 大板块全方位打造品牌，初
步形成品牌集聚和品牌效应。
这二十年， 是成片区拓展市场
的二十年。以吉菜美食节、东北
美食节、冰雪美食节、外交部蓝

厅吉林发布为推介平台， 逐步
向全省、东北地区、全国乃至全
球推介吉林、推广吉菜，以冰雪
旅游、避署休闲旅游、乡村旅游
等旅游平台融合美食档， 集中
推介吉菜， 有力促进了吉林冰
雪餐饮市场繁荣。这二十年，是
成体系培育吉菜文化的二十
年。 我们以白山黑水的地理特
征、朝蒙满族的民俗特征和“闯
关东” 历史特征形成的独特文

化为背景，挖掘、整理吉林地方
菜系文化，先后编辑出版了《中
国吉菜》、《中国吉林名厨大
典》、《吉菜故事》、《吉林菜谱》、
《吉林面点》、《吉林烹饪原料
集》、《关东菜肴荟萃》、《食在吉
林》、《满汉全席 - 传承与发展》
等 10 余种代表性吉菜文化类
书籍， 为吉菜文化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11 月 28 日，通化市公共汽车
公司与美团联合主办的“绿色出
行、美好生活”新闻发布会在通化
市举行，共同推出美团电子公交卡
服务。

据了解，目前通化市区共有营
运路线 44条，公交车辆 315 台，现
已全部更换支持手机扫码支付的
刷卡机。 同时，通化市民只需要打
开“美团 App”，并在首页右上角
功能区选择“乘公交”图标，就可以
免费领取“美团电子公交卡”，实现
手机扫码乘车，享受与实体公交卡
一样的 9折乘车优惠。乘客还可以
在美团 App 上随时查询实时公交
到站信息，搜索路线、附近站点等
信息，并可设置到站提醒服务。

/记者 王耀辉 报道

为了进 -步普及消防常识，提
高幼儿园师生的防火意识和防火
能力，近日，小海龟幼儿园师生走
进洮北大队营区，”零距离“体验消
防队伍生活，学习消防知识，过足
了一把”消防瘾”。小朋友们先后参
观了消防车辆器材、 消防车库、训
练场及宿舍内务。消防员耐心地讲
解了消防车辆和器材装备的性能、
用途以及消防安全知识，使孩子们
充分了解和熟知，从而对消防队伍
的性质和任务有一个更加清晰的
认识。 零距离地参观学习了消防安
全知识，用寓教于乐的方法，把安全
的“种子” 潜移默化深扎在孩子心
中， 也让他们更好的树立起良好的
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火场逃生自救
的能力， 真正达到了“教育一个孩
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
的宣传目的。 /金大海

省图书馆举行第二期“阅读会客厅”活动
探寻少儿阅读推广的现状与未来

适应消费升级 加快吉菜创新
努力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吉林餐饮品牌

幼儿园师生走进
白城洮北消防大队
参观“红门” 生活

通化市将推出
电子公交卡服务

昨日，吉林省图书馆在二楼文经书院举行了“阅读会客厅”第二期活动，省图书馆名誉馆长赵家治、全国家校（园）共育项目东北三省指导中心主任刘江南、全国家校（园）共育项目吉林办公
室屠洪波、吉林省图书馆馆刊《爱尚书香》执行主编马犇以及省图书馆少儿部相关人员参加了活动。 与会专家及图书馆员围绕本期活动主题“图书馆少儿阅读推广的现状与未来”做了深入探讨。

冬日暖阳，汽车一路高爬
低走。

看头顶，三两朵白云点缀
蓝天。 望远处，七八座山头顶
着雪帽。

村庄、农院、牛羊，黛瓦白
墙、飞檐翘角，一幅田园画境映
入眼帘，这里便是上河村了。

作为汪清县贫困人口体
量最大的深度贫困村， 建档
立卡贫困户有 632 人， 如今
628 人脱了贫，上河村缘何发
生如此大的变化？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
这里。

走进村里的党群服务中
心， 只见第一书记曹玉保正
给一群村民解答大病医保政
策。 旁边的文娱活动室内，
“乒乓”作响，几个村民正在
切磋球技。

村支书刘焕忠憨憨地笑
着，迎上前来。“这座党群服
务中心有 300 平方米， 为村
民开展活动、 解决诉求提供
了场所保障。 逢年过节开个

晚会，天冷了进屋做做运动、
排练节目，有了这地方，村里
的文体生活丰富起来了。 ”刘
焕忠介绍道。

记者碰到一位村民，问
她：“今年你家发生了哪些变
化？ ”没等她回答，边上的几
位村民围上来， 七嘴八舌地
打开话匣子。“今年给我们家
发放的小鸡下了不少蛋，来年
一定能卖上好价钱。 ”“政府
帮我家盖了新砖瓦房， 心里
别提多敞亮了。 ”“合作社开
展‘代耕、代种、代收’，省出家
里的劳动力能再去挣份钱”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幸
福之情溢于言表。

如村民们所言，一年来，
突出发展富民产业、强化基础
设施建设， 上河村大变样。

“走，带你们去看看小鸡和新
房。 ”跟随曹玉保的脚步，记
者来到一处鸡舍， 几十只小
鸡正抢着吃食。“省残联落实
资金 11.2 万元， 发展庭院养
鸡项目，为我们村 62 户无劳
动能力、 弱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发放鸡苗 2480只、饲料 12
吨，每户可增收 3000元。 ”曹
玉保介绍。

告别鸡舍，踩着脚下“吱
呀”的积雪，没一会儿，14 栋
崭新的民生公寓跃然眼前。

山里的日头落得快，午后
3 点，已经挂在西边的山梁上
了。 气温降了许多，山风凛冽
刺骨。 但刘海民的家里，却是
热乎乎的。“真没想到， 咱还
能住这么好的房子，用上室内
卫生间，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
活。 ”刘海民坐在自家暖和的
炕沿上，乐呵呵地细数着现在
的好日子。

64 岁的刘海民是上河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和老伴都
患有多种疾病，生活一直很困
难。 今年 11 月 2 日，老两口
告别破旧的老房子，住进政府
盖的民生公寓，没用自己掏一
分钱。

“不仅住得好， 咱这腰包
也鼓了。 政府聘我做生态护
林员，年收入近万元。 年初送
来的小鸡也出栏了，卖了些公
鸡，母鸡留着下蛋。 ”刘海民
说，加上各种补助，老两口的
收入有了保障，成功脱贫。

走进村民张树财家，标准
的一室一厨一卫设计保障了
老两口的基本生活。“俺俩身

体不好，10 多年干不了活了。
政府的政策好，给咱盖了新瓦
房。 心里真高兴！ ”拉着记者
的手，张树财老人不停念叨着
如今的幸福生活。

从老人家出来，对面不远
处即是上河村农机专业合作
社农机具库房，里面几十台现
代化农机具依次排开。“今年
我们购置了 24 台农机具，还
建起这所 1000 平方米的库
房。 利用这些现代化机械进
行‘代耕、代种、代收’，提高收
成的同时还解放了劳动力。 ”
介绍起这些“大家伙”，合作社
董事长姜明水如数家珍。

“多亏参加了合作社，我
和爱人省出工夫到木耳基地
打工，一天能赚 300 元钱，今
年干了 40 多天呢。 ”前来办
理手续的村民刘西平笑着说：
“双收入，以前真不敢想！ ”

天已擦黑， 记者踏上归
程。回头望去，袅袅炊烟中，上
河村沉浸在一片安宁详和之
中。 这个“乡村有发展、生活
有保障、农民有奔头”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在记者的脑海中
久久盘恒…… /吉林日报
记者 栾哲 赵广欣 杨悦

上河村的冬日暖阳
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