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放春秋假
有望“提上日程”

记者 12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获悉，我国将完善带薪休假相关
制度建设，各地可以结合气候环境
等情况统筹寒暑假时间，制定出台
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办法。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的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
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指出，
鼓励用人单位在年初结合工作需
要和职工休假意愿统筹安排当年
休假， 优先考虑子女上学的职工
在寒暑假的休假安排； 在保证开
齐开足国家课程， 完成好正常教
育教学任务的前提下， 各地可以
结合气候环境等情况统筹寒暑假
时间， 制定出台中小学放春假或
秋假的办法， 引导职工家庭在适
宜出行季节带薪休假。

意见提出， 要加快推动落实
带薪休假。 将带薪年休假落实情
况纳入职工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事项， 定期向本单位职工进
行报告和说明。 组织部门、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对用人单位落实职工带薪年休
假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此外， 针对优化节假日旅游
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
意见指出， 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待
贯通路段建设以及交通拥堵路段
扩容改造；强化 ETC的应用与服
务； 增强热门景区旅游出行保障
能力， 节假日期间增加景区与城
市对外交通枢纽（高铁站、汽车客
运站）间、景区与景区之间的城市
公交线路或客运班线运力投放；
在符合安全保障等相关条件的基
础上，适当延长游览开放时间，鼓
励开发夜间游览项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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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座流星雨
14日迎来极盛

每小时百余颗流星
“绽放”夜空

流星雨给人以天然的美，让
人体会到宇宙奥妙无穷、 难以言
喻。天文专家介绍，年度三大流星
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将于 12
月 14日达到极盛。 届时，每小时
将有 100多颗流星划过苍穹，“绽
放”夜空，如果天晴好，我国感兴
趣的公众可选择视野开阔、 没有
灯光影响之处进行观测。

双子座流星雨以流量大且稳
定著称，在理想的天空条件下，每
小时的理论天顶流星数在 120 颗
左右。

天文观测表明， 双子座流星
雨颜色较丰富， 具有较强的观赏
性，非常适合目视和摄影。天津市
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介绍，
双子座的群内流星体速度较慢，
亮流星居多， 且常伴有火流星出
现， 其位于双子座天区的辐射点
几乎在天刚擦黑就从东方升起，
整夜都有可能观测到流星。

天文预报显示， 今年双子座
流星雨极大预计出现在北京时间
14 日 10 时至 15 日 7 时之间，
ZHR（每小时天顶的理论流星数）
可达 120颗至 150颗。

“对于我国公众来说，14 日
晚比较适合观测。但不利的是，一
轮亏凸月刚好位于双子座， 强烈
的月光会使一些较暗的流星不容
易被肉眼察觉到。好在午夜后，辐
射点升高，接近天顶，观测者每小
时还是有机会看到近 20 颗群内
的超亮流星。”李梅丛说。/新华社

反映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脱
贫攻坚工作的 3 集大型纪录
片《海兰江畔稻花香》将登陆
中央电视台 CCTV9 纪录频
道，12 月 13 日、14 日、15 日
每天 19点 22分播出 1集。

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 3集
纪录片《海兰江畔稻花香》历时
1 年拍摄和制作， 讲述了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海兰江畔的 6个
贫困村，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
依托海兰江畔独特的地域优势
和资源优势，发展产业项目，迈

向脱贫致富道路的故事。
纪录片为观众们展示了

同一条扶贫路， 在 6 个村庄，
在不同的扶贫干部和村民之
间，走出了不同的精彩。 从起
初的不相信不理解到后来的
坦诚与默契，通过普通人的真
实情感折射出扶贫路上的苦
与乐，反映了脱贫攻坚工作中
面对新的产业模式的思考和
探索，呈现出新时代人们对美
好幸福生活的向往，生动鲜活
地描绘出一幅海兰江畔脱贫
攻坚工作的红火画卷。

第一集《溯源》讲述了金
秋十月，海兰江畔也到了收获
的季节，但是面对丰收，各村
却遇到了不同的难题。 大到愁
销路、愁价格、愁品质，小到牛
吃了等待收割的庄稼产生纠
纷。 本是喜迎丰收的日子，可
种种问题像一幕幕“戏剧”在
忙碌的村庄里上演。

第二集《争流》讲述了在
扶贫干部和村干部的共同努
力下，各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产业项目，但要想把项目落
实好，却仍然困难重重，而首

先需要打破的就是思想上的
壁垒。 扶贫干部、村干部、村民
之间，有碰撞、争吵，也有磨合，
甚至还有斗智斗勇……

第三集《涌潮》讲述了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又一个
产业项目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扶贫工作也成效显著，个别村
庄已经完成了整村脱贫。 但是
脱贫攻坚工作并没有结束，老
的扶贫干部仍在埋头赶路，新
的扶贫干部前赴后继，他们和
村民一道奋斗在脱贫攻坚的
路上。 /吉林日报 记者马璐

昨日， 海外华文传媒合作
组织 2019 年会暨全球华媒吉
林冰雪旅游体验行启动仪式
在长春南湖宾馆举行，来自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72 家媒体走
进我省，感受规模宏大的雪博
会，领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北国风光。

会上，省文旅厅从“吉林在
哪里”“吉林什么样”“吉林美
在哪”3 个部分向海外华文媒

体进行了推介。 香港大公文汇
传媒集团董事长、海外华文传
媒合作组织主席姜在忠表示，
吉林的发展变化，是我们国家
发展进步的缩影。 希望大家在
开好年会的同时，把握机会多
走走、多看看，用妙笔和镜头
宣传吉林发展取得的新成就、
新变化，宣传好吉林如诗如画
的冰雪奇景，宣传好吉林人的
热情好客。

海外华文媒体合作组织
是全球五大洲 29 个国家和地
区的 92 家华文传媒机构组成
的世界性媒体组织。 在这次活
动中，该组织将以客观、公正、
专业的态度， 把冰雪吉林、生
态吉林、精彩吉林展示和传播
出去，牵起民心相交、族裔相
融的纽带和桥梁，让更多海外
读者了解吉林、 喜爱吉林、相
约在吉林。

本次年会由省文化旅游
厅、省政府新闻办公室、香港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海外华文
传媒合作组织共同主办。 据
悉，未来 6 天，海外华文传媒
合作组织一行将前往吉林市、
敦化市、 长白山和白山市，体
验滑雪、赏雾凇和泡温泉的乐
趣，切身感受吉林冰雪魅力。
/ 吉林日报记者 陈婷婷 实习
生 刘鑫

海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2019年会
暨全球华媒吉林冰雪旅游体验行启动

吉视出品3集纪录片

《海兰江畔稻花香》将登陆央视纪录频道

72家海外华媒走进长影
感受中国电影70年变迁

海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
2019 年会暨全球华媒吉林冰
雪旅游体验行于 11 日启动，
来自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72
家媒体，走进吉林长春的长影
集团，感受这个被誉为中国电
影摇篮，创造“七个第一”的红
色艺术创作基地。

海外华媒走进长影
感受中国电影 70年变迁

近年来， 长影相继推出
了一批为时代立像、 为人民
放歌、 为民族铸魂的主旋律
佳作， 在中国电影华表奖 、

“五个一工程” 奖屡有斩获，
成为凝聚民族精神、 引领时
代前进的精神动力。 主办方
之一、大公报副总编辑、海外
华文传媒合作组织韩纪文在

“新时代的长影”推介会上表
示，希望海外华媒的同行们，
利用版面和镜头， 多向海外
受众传递像长影这样的中国
好声音、 讲述像长影这样的
中国好故事。

据长影世纪城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丁忠伟介绍，长
影世纪城是吉林省唯一的主
题乐园类型景区， 占地 40 万
平方米，主打景点 15 个，体验
项目 30 余个， 大小景观百余
处。 作为世界级的特效电影娱
乐体验， 拥有包括 3D、4D、巨
幕、环幕、动感、激光等多种效
果的电影特效。 在这里，还可
以揭秘电影后期制作工艺的
体验过程，并亲眼看到长影 74
年来拍摄电影所使用过的道
具。

长影暖心伴成长
嘉宾希冀其助中国电影
走向国际

香港中华微视 CEO 宋体
金表示，作为伴随着新中国成
长的一代，长影在我们记忆中
份量很重，它不仅推出了《英
雄儿女》《上甘岭》等一系列优
秀的电影，更提升了中国电影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今天在
长影， 我找回了当年的记忆，
非常开心。 ”他认为，在长城世
纪城里的 4D 电影体验感受很
好，让他看到了新中国电影事
业从胶片电影到数字化电影
发展的缩影。

第二次来长春的马来西
亚《亚洲时报》社长张丹华赞
叹长影世纪城里精彩的体验
项目。“一天都逛不完， 太多
精彩内容了。 ”在长影旧址博
物馆里，当他看到学生时代喜
爱的电影《刘三姐》和《五朵金
花》， 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不
由得一阵感动。“《刘三姐》在马
来西亚深受欢迎，热映三个月，
很多马来西亚朋友看了五六次
之多。 ”他称，海外华侨相信中
国电影会不断在国际上崭露头
角， 希望长影可以发挥传统优
势， 同心协力做大中国电影声
势。

海外华媒走进长影博物馆
亲身体验电影创作魅力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彩色电影《开国大典》
成为电影票房大热，也成为了

朋友圈里的刷屏王。 这部 30
年前的老电影之所以能以崭
新面貌与观众见面，正是长影
集团借助了最先进的 4K 数字
电影修复及处理技术，让声音
更饱和，颜色更逼真。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
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简
称：长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
电影的摇篮。 11日下午，70余
家海外华文主流媒体走进长影
制片厂旧址，感受长影的创业史
和发展史。 参观过后，多位海外
华文媒体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通过本次参观不
仅增进了对长影的认识，更亲身
体验到电影创作的魅力。

“看到那一幅幅珍贵的老
照片，勾起了我个人太多美好
的回忆。 ” 香港中华微视 CEO
宋体金告诉记者，“长影不仅
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成长历
程，更承载了我们的荧屏记忆
和时代情结，今天能够亲自来
到长影，感受新中国电影的日
新月异，让我倍感荣幸。 ”

长影创造的
新中国“第一部”
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

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

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

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

第一部长故事片：《桥》

第一部纪录片：《民主东北》

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记者 宋珊珊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