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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二道边
境检查站掀起学习上级机关年度工作
会议精神热潮。 周杰/摄为全面加强辖区“九小”场所安全管理，消除

潜在安全隐患，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
所积极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为增进群众对派出所工作的理解，近日，延边边
境管理支队月晴边境派出所向辖区群众汇报工作。

近日，集安市文化中心迎
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技
艺现场互动盛会，40名“西部
计划志愿者”与6名集安民间
艺术家协会非遗技艺传承人
面对面交流互动，感受集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
力。

集安市地灵人杰，入选
国家级非遗名录1项、省市级
非遗名录 15 项、县市级非遗
名录 40 项。这些非遗项目，
充分彰显了这座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非
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的成果。

当天上午，文化中心暖意
融融，非遗繁花绽放。当地剪
纸技艺传承人拿出“看家本
领”，向“西部计划志愿者”讲
授剪纸的方法技巧，帮助他们
了解剪纸的艺术特色。志愿

者听得入迷、看得认真，现场
气氛热烈，热闹非凡。在传承
人的指导下，大家纷纷拿起剪
刀、红纸，全神贯注地投入到
创作中。从折到剪，按照老师
讲解的步骤，一边交流讨论剪
纸技巧，一边充分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创造力，进行作品构
思。仅一堂课的时间，就创作
出太阳鸟、窗花、喜字等剪纸
作品，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
巧妙结合，沉浸式感受古老技
艺的乐趣。

筐编技艺区吸引了部分
志愿者驻足观看，老师现场讲
解编织篮的选材和步骤，手把
手指导大家编织技巧，娴熟的
手法大家拍手叫好；面艺技艺
和面塑技艺区也是人气爆棚，
志愿者触摸五颜六色、细腻柔
软的面团，通过用各种塑形工

具，尝试制作属于自己的作
品，从面团的触感中体会创造
的喜悦；在小小的蛋壳上雕刻
动物和花鸟，令大家称奇叫
绝，使志愿者在创造的过程
中，既增长了见识，又锻炼了
耐心；“火笔神韵”烙画具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大家在技
艺传承人的指导下，烙出惟妙
惟肖、栩栩如生的风景图案，
感受非遗瑰宝的独特魅力与
创新活力。

主办单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次活动不仅为“”西部计
划志愿者”提供了一次难忘的
文化体验，更为集安非遗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
路径，让古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焕发新生，增强了群众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保护意识。

“华彩”在这里绽放
——集安市非遗技艺展示活动见闻

王琳琳 本报记者 吴连祥

本报讯 刘敬贤 记者 郭
小宇 报道 2月25日，抚松县
万良镇司法所、派出所、万良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镇妇
联在镇中心小学联合开展

“开学第一课”未成年人保护
法讲座，为学生送上特别的

“开学礼”。
讲座中，工作人员结合

生动鲜活的案例，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学

生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相关法律知识，重点围绕家
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
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
司 法 保 护“ 六 大 保 护 ”内
容，以及如何预防校园欺
凌、性侵害、网络沉迷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引 导
学 生 们 树立法治观念，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运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通过这次讲座，我学到

很多法律知识，知道了如何
保护自己，明白了要做一个
遵纪守法的小公民。”镇中心
小学学生李明说。

此次“开学第一课”未成
年人保护法讲座，是万良镇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推进法治校园建设的重
要举措之一。

万良镇：送上特别“开学礼”

旭东服装厂成立于 2003
年，是一家集服装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服装
工业生产型企业。

秉持“技术塑造品质，诚信
铸就辉煌”的经营理念，在总
经理王旭东带领下，攻克了
劳保服装诸多技术难题。以

“质量求发展，诚信勤奋、奉

献、开拓进取、客户至
上”为宗旨，打造高素
质员工团队，实力与生
产能力快速提升。

经营范围涵盖各大工厂劳
保工作服、防护服等多种服
装 ，还针对多行业设计产
品。面对科技发展与工艺变
革，引进自动拉布机、全自动

智能裁床等先进智能设备，
完善一条龙服务，工艺日益
精细。如今，服装厂已成为
近千家企业单位工作服的长
期定点供应商，欢迎客户洽
谈合作、看样订货。

品质创新赢信赖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张杰是敦化市沙河沿镇河
南学校思政教师、教导主
任、党支部副书记。她用爱
与责任耕耘教育沃土十余
年，将教育之职化作心灵之
旅，传递赤诚之心。

以爱为动力，张杰倾注
情感于教育事业，不仅在课
堂上教书育人，更在课下关
爱学生，为他们解决生活难
题。她的行动温暖了留守
学生的心灵，赢得了学生的
信赖。她以责任为笔，绘制

出学生成长的蓝图。她推
动教学改革，深入课堂，助
力教师成长。同时传承红
色基因，让学生在劳动中学
习、成长。她创新思政课
堂，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
列。

深耕教育沃土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李
亚明是国网梨树县供电公司
十家堡供电所所长兼党支部
书记，多年来秉持“人民电业
为人民”宗旨，不断提升服务
品质，被评为“吉林省劳动模
范”“吉林好人”标兵、“中国
好人”等称号。连续15年客
户满意率 100%，实现 26 年

“零投诉”的佳绩。
李亚明走进企业，共谋

电企联合发展，通过管理创
效，成功减少了1500万千瓦
时的电量损失，为供电企业
增加效益 546 万元，同时也
为客户减轻了 80 万元的电
费负担。他定期走访客户，
建立服务联络制度，提升服

务质量，被授予“农村规范化
示范窗口”。

李亚明还长期为孤寡老
人和困难学生送去关怀，每
逢节日，都到敬老院慰问老
人，受到群众好评。

致力提升服务品质

本报讯 崔艳秋 报道
榆树市五棵树镇盟温站村
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整合资
源 。 村 治 保 主 任 李 士 权
1986年发起成立“老李头调
解室”，专门调解邻里冲突、
家庭矛盾，以“温情调解”为
工作模式，成功化解200余
起矛盾纠纷。

“老李头调解室”始终
坚 持“ 以 情
动 人 、以 理
服 人 、以 法
育 人 ”的 工
作 理 念 ，创
新 推 出“ 五

个一”温情调解法：听一番
心里话、说一句暖心话、找
一个矛盾点、解一个心结、
办一件实事。强化宣传手
段，如微信群推送法律知
识，提升了村民的法律意
识，充分发挥了处理复杂矛
盾、维护乡村和谐稳定的作
用。

“温情调解”促和谐

近日，龙井市农机总站工作人员来到老头沟镇大集开展冬春科技
培训宣传，为春耕生产提供有力支持。 李春红 记者 徐文君/摄

本报讯 于元萍 报
道 在松花江畔的农村
中学执教二十余载后，
钱志蛟来到省级重点
高中舒兰市第一高级
中学。作为一名正高
级教师，他是省语文学
科骨干，荣获“乡村振
兴优秀教师”等称号。

钱志蛟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30 年如一
日担任班主任，他尊重
学生、民主施教，用诗
文感染学生，教学生懂
得爱与宽容，理解生
命真谛。他的课堂如
沐春风，滋润学生成
长。

钱志蛟从未离开
过语文教学一线，他扎

根 课 堂 ，构 建
“学、教、评、拓”
语 文 高 效 课 堂
教学模式，重视
诗文诵读、经典
名著阅读，教学
成绩斐然。

做乡村教育的耕耘者

近日，走进德惠市程雪家
庭农场，大棚内玫瑰花正安静

“冬眠”，旁边工作室内却是一
片热闹景象，负责人刘士城正
在直播讲解花卉种植技术。

“现在是农闲时节，正好借这
个时间段，和大家说说玫瑰花
种植技术。”刘士城告诉记者，
过一段时间开始莳弄玫瑰
花，还会到大棚内进行现场
教学。

程 雪 家 庭 农 场 成 立 于
2011 年，位于朱城子镇沿河
村，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过多
年发展，累计投资达2000余万
元。目前，农场占地面积25公
顷，有大棚35栋，智能连体温
室4栋，包装车间2座，冷藏室
2 座，每年可产各类花卉 1000

万枝。“现在种植8种玫瑰花，
主打品种是卡罗拉、香槟、塔
尼克、苏醒、戴安娜。大多就
近销往长春、吉林周边县市，
最远销售至哈尔滨市。”刘士
城的妻子杨雪笑着对记者说。

对于刘士城夫妇来说，玫
瑰花不是爱情的象征，而是致
富的“幸福花”。刘士城从
2012年开始种玫瑰。最初，他
们只种了两栋大棚，村民很不
理解：“大家都种瓜、种玉米，
没听说谁家种玫瑰花的，卖不
出去咋办？”因为不懂技术，第
一年冬天，刘士城没有给玫瑰
花覆地膜做好保温措施，两栋
玫瑰花苗无一存活。

夫妻俩不断学习和摸索，
每天凌晨三四点，便开始打

药、修枝、套网……在市农业
部门的帮助下，刘士城不断给
自己“充电”，调研考察市场、
学习新技术、引进新品种。渐
渐地，他们种出来的玫瑰色彩
绚丽、品质优良，受到客户的
青睐，常常供不应求。后来夫
妻俩注册程雪家庭农场，事业
发展更加规模化。平日里，夫
妻俩分工明确，杨雪“主内”，
负责大棚玫瑰的日常管理。
刘士城“主外”，负责玫瑰花的
种植技术和销售。玫瑰花绽
放之际，需要大量工人采摘，
夫妻俩又带动了周边百余名
农民就业。

程雪家庭农场通过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建设农场人才
实训平台，对现有员工做好花

卉种植、管理、保存等各项技
术培训，促进内部员工能力提
升。联合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开展棚膜产业专项研究和指
导，每年举办农艺培训班4次，
累计培训乡土人 才 215 人 。
在本地退役军人、返乡大学
生、青年农民工等群体中挖
掘引进 12 名懂农业、爱农村
的优秀人才，吸纳本地劳动
力 46 人、聘请农业技术推广
人员 3 人，为农场持续发展
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技术
支持。

通过程雪家庭农场发挥
带动作用，全村20余户村民发
展棚膜产业，修建各种大棚
200 余栋，使本地棚膜经济快
速发展。

玫瑰花香满“沿河”
本报记者 郭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