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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讯 陆泊羽

报道 近日，通化铁
路公安处梅河口车站

派出所聘请专业人员，对
民警进行铁路机务基础知

识培训，继续提升民警的业
务水平和专业素质。

梅河口车站派出所根据
民警对铁路设施设备认识不
足、功能了解不全面的问

题，决定开展“强基础提
素质”培训活动，组织

全体民警深入梅河
口 机 务 段 ，聘

请该单

位
业务骨干，依
托段区铁路线路，
带领民警实地了解铁
路设施设备、道岔、信号
灯等基本组成及施工作业
流程。

通过实地培训，民警了

解 了 铁 路 设 施 设 备 的 工 作
原理、防范重点，从而为相
关事件调查处置、线路治
安 防 范 等 工 作 提 供 了
理论支撑，为有效维
护 铁 路 运 输 秩 序
打 下 了 坚 实
基础。

梅河口车站派出所

开展“强基础提素质”培训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足踝
外科自创建以来，历经10余年
发展，已成为省内首家专注于
足踝部疾病的权威诊疗机构。

足踝外科不断创新技
术，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
团队。科室现有床位 42 张，
配备 2 名主任医师、教授，1
名博士生导师，1 名硕士生导
师，1 名副主任医师和 6 名主
治医师，1 名护士长和 27 名
护士，共同构建高效、有序的
医疗服务团队。

作为中华足踝医学教育
学院吉林分院依托单位、中
华足踝医学教育学院继续教
育培训基地、SICOT 中国部
足踝外科培训基地以及吉林
省健康管理学会足踝外科专
业委员会主委单位，足踝外

科始终肩
负着推广
足踝医学
教育的重
要 使 命 ，
积极助推
足踝外科
的发展。

吉林
大学第二
医院足踝外科通过积极开展
院内会诊协作，填补了无手足
外科院内会诊的空白，有力提
升了肾病科、创伤骨科、内分
泌科等相关科室的综合诊疗
能力，实现了患者“一站式”便
捷就医。

在科室的发展历程中，
王玉发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
底蕴、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

尚 的 医
德 ，带 领
足踝外科
一步一个
脚印向前
发展。作
为国内手
足显微修
复重建外
科领域的

资深专家，王玉发始终秉持
患者至上的原则，全心全意、
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他技
术精湛，面对复杂的病情，善
于通过较高的外科技术和细
致入微的治疗方案，不但最
大限度地保留了患者的肢体
功能，还能够减少并发症，为
众多患者带来了健康和希
望。他的治疗方法在学术界

得到广泛认可，赢得了患者的
赞誉和信任。近年来，王玉发
带领团队先后到图们、通化、
松原等地开展义诊服务，受到
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在科研领域，王玉发硕
果累累。他主持或参与了省
市级科研课题十余项，获得
省市多项科技进步奖，发表
论文 40 余篇。同时，还倾力
培养医学人才，成为各自医
院手足外科的中坚力量。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足踝
外科以专业、责任和爱心，为
每一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
服务。展望未来，足踝外科
将继续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
前行，以更加先进的技术、更
加优秀的团队更好地服务患
者。

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足踝外科

本报讯 张坤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通化县农广校以需
求为导向，周密制定培训计
划，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加
强对高素质农民的培训与
指导，使一批懂技术、善经
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脱颖而出。

近年来，通化县农广校
（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紧密
结合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实
际，科学合理制定培训计
划。根据农时特点和生产
需求，推行培训与农时农事
相结合的“分阶段、重实训、

参与式”的培训模式。采取
理论教学、现场示范、考察
交流、跟踪服务等灵活高效
形式，不断提高培训效果。

培训聘请省、市、县知
名教师为学员授课，每期培
训开始后，学校第一时间将
线上学习内容发送给学员，
督促学员利用农闲时间尽
快完成。

加强实训互动。学校
将省内外大型实训基地作
为第一选择对象，带领学员
学习先进管理理念，考察热
门经济作物。同时，积极探

索培训新形式，提高参与
性、互动性、实践性，为学员
之间搭桥引线，鼓励学员相
互参观各自的产业，相互学
习。在线下学习中，加入了
讨论课时，搭建学员互动平
台，学员通过讨论，进一步
加深学习印象，解答各自存
在的问题，更促进了学员之
间产业互动、项目互动。

线上线下相结合。每
年春耕前，组织教师与农
民座谈，详细解答农民学
员在生产和培训中遇到的
问题。组织教师深入田间

地头，开展现场指导，对春
耕生产提出合理化建议，
提醒农户做足“功课”。主
动联络对接家庭农场主、
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产业
带 头 人 ，种 植 大 户 等 ，在

“吉农云”和“快手”APP 上
参加线上直播培训，课程
涵盖粮食作物、特色产业、
经营管理、农产品加工、电
子 商 务 等 门 类 。 截 至 目
前，全县已有 2 名学员成为
合作社带头人，4 名学员成
立了家庭农场，4 名学员创
办了涉农企业。

通化县农广校

强培训 育人才 助振兴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于彪现任长岭县市政工程
服务中心综合三科科长，
他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专业
知识经验，展现出过硬的
专业能力。他在国内刊物
发表论文两篇，取得科技
成果一项，荣获松原市五
一劳动奖章、松原工匠等
称号。

2004 年，于彪从部队
转业到市政工程服务中
心，二十载春秋，他由当年
的一名污水处理工成长为
科室负责人，始终以身作
则，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

任与担当。切实抓好工程
质量才能打造出品牌工
程。于彪坚持从源头控制
入手，狠抓材料关、技术
关，提高施工人员的质量
意识。在他的带领下，施
工团队高质量完成了长岭
镇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岭
城路彩砖硬化、龙源山三
期等工程。

用实干诠释初心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冯传林现任通化泰林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他增
强企业的凝聚力，打造企
业文化。

他常说：“要为老百
姓 办 实 事 ，让 村 民 在 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自从
泰 林 牧 业 建 场 以 来 ，先
后有 60 多名铁厂镇、一

心 村 村 民 到 这 里 干 活 ，
平 均 每 月 收 入 三 四 千
元 ，提 升 了 一 心 村 村 民
的 生 活 幸 福 指 数 。 同
时，为了净化生活环境，
平 整 停 车 场 一 处 ，铺 垫
土 路 1000 多 延 长 米 ，村
民停车、通行更加方便，
受到乡亲们的称赞。通
化泰林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 免 费 为 一 心 村
提供绿色有机肥，
保 障 绿 色 食 品 种
植，使一心村成为
铁 厂 镇 绿 色 食 品
基地，为村集体增
收创造了条件。

无私奉献显担当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近年来，农安县合隆镇孙
家窝堡村积极响应全镇

“万亩棚膜”项目号召，推
动棚膜经济向规模化、特
色化、高效化发展，重点打
造农安县三产融合产业
园，托起农民增收致富希
望。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宇
说：“全村建设 200 余栋大
棚，聘请专业人员
做技术指导，带动
村民再就业。”

孙 家 窝 堡 村
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 建 设 ，先 后 硬
化公路 5.5 公里；

完成村部广场硬化 1000
平方米，新建了活动室、
图书室；修建 3 座文化活
动广场、一个篮球场；打
造 2 万平方米景观休闲
带，提升了村民生活幸福
感，先后获得“长春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第二批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称
号。

打造幸福和美乡村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长
春市九台区纪家街道双杖
子村通过“党支部+合作社+
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推
广一茬土豆、一茬白菜的轮
作技术，为农民拓宽了增收
渠道。

“实施轮作可以更好地
带动农民增收，我去年在示
范田头茬种植土豆，二茬在
7 月末种植白菜，经济效益
高于传统大田种植。”村民
陈元福笑着说。2023年，他
承包8公顷地实施土豆和白
菜轮作，收入 4.8 万元。今
年他又承包土地两公顷，预

计收入6万元。
“我们早在种植前就为

田里的白菜找好了买家，通
过开展订单农业，与各大超
市对接。”村党支部书记胡
爽底气十足。好产业更要
有好销路。2023 年村集体
收入达20多万元，仅实施土
豆套种白菜收入就达 10 万
元左右。

拓宽农民发家路

本报讯 姚新影 报
道 怀揣园丁梦，孕育桃
李满天下。在长岭县
第三中学语文教师李
春华的生活中，工作和
学生占了很大比重 。
她把抱负和梦想都倾
注在热爱的教育事业
上，20 年如一日，助力
学生健康成长。

李春华努力钻研
业务 ，所教的班级语

文 学 科 成 绩 排 在 前
列 ，所带的班级在高
考中取得了佳绩。她
认真学习《新课标》，
刻苦钻研教材 ，注重
提高教学效率 ，善于
引导学生。在工作之
余，她多方收集材料，
提出了“由课研课、由
课改课”的建议，并在
校内实行。她多次获
得优秀辅导员、先进

个人、市教学能手、市
党员先锋岗、市级优
秀教师 ，市级师德师
风标兵、市级劳动模
范等称号。

三尺讲台育桃李

本报讯 崔 艳 秋 报 道
安图县明月镇福成村依托
土壤、气候环境的资源优
势，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
构，探索玉米“品字”摆放
种植新模式，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安图县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党支部、福成村党支
部、驻村工作队及驻村第
一书记祝滨滨鼓励本村年
轻人返乡创业，于 2022 年
实 施 推 广 玉 米“ 品 字 ”种
植模式，累计种植试验田
25 亩 。 将 传 统 播 种 模 式
的一米 4 株玉米苗改为 6

株 ，产 生 地 头 效 应 ，大 大
增加了玉米产量，每亩比
传统种植模式增收 220 斤
左右。截至目前，福成村
采 用 玉 米“ 品 字 ”种 植 模
式 达 7 户 ，种 植 面 积 110
亩，预计年增收玉米 2.4 万
斤。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