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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桂华 张晓
龙 王忆飞 报道 为大力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广泛开展“时代
风尚”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10
月 13 日，通榆县“读经
典·赞家乡·颂祖国”诵读

比赛优秀作品展演活动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举行。

展演现场，选手以
“诵读经典篇章、赞颂大
美家国”为主题，用真挚
的情感和优美的声音将
经典文学作品搬上舞台，

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
精美的诵读盛宴。

获奖选手刘勃说：
“参加本次作品展演让我
深深感受到了朗诵的魅
力，不仅加强了朗诵技
巧，也让我的文化底蕴有
了提升。”

此次比赛吸引了全
县幼儿、中小学生、朗读
爱好者及社会各界人士
共300余人参加。历经4
个月，共评选出119名优
秀选手，9个优秀集体，70
名优秀指导教师，9 个优
秀组织单位。

通榆县开展诵读优秀作品展演

2024 年，太平洋财险
东丰支公司为东丰县 4 个
乡镇58个行政村近万户种
植户提供总计 2.63 亿元的
风险保障。种植品种涵盖
玉米、水稻、大豆等省内主
要农作物，有效缓解了农
户在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压
力。

入汛后，公司积极响应
号召，迅速开展防汛
救灾工作。为防止
因降水量过大导致
农田排水不畅，工作
人员冒雨将大型水
泵送达受灾村屯，确
保水泵能够及时发
挥作用，得到群众的
一致好评。为了提
升服务质量，公司依

托技术体系及多项科技手
段的应用，实现了种植户在
种植期的风险防控与理赔
端的高效查灾，为农户提供
全流程风险监测和支持。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通过先进的技术和贴
心的服务，为全县农户提供
了坚实的保障。

太平洋财险东丰支公司

贴心服务农户

安华农业保险柳河支公司自
成立以来，秉持“根植农村、安身农
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宗旨，
为农户提供优质保险服务。公司
以农户需求为导向，拓展服务领
域，力求尽善尽美。

公司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
探索创新。将“一安农”平台、卫星

遥感技术、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成果
应用于农险业务，实现从传统保险
向“科技赋农”转变，践行“数字农
险”理念。“一安农”平台方便农户
在线投保、查询理赔，提高效率与
质量。卫星遥感监测农作物生长
及受灾情况，为定损提供科学依
据。无人机巡查让公司在灾害发

生后迅速掌握现场信息，制定
救援方案，减少农户损失。

安华农业保险柳河支公
司通过一系列科技创新举措，
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服务水平，
更为促进当地农业现代化发
展、增强农户抵御风险能力
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华农业保险柳河支公司

为农户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本报讯 刘春雷 报道 山鹰纸业
（吉林）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
由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投资建设，
从事纸制品制造、销售，纸浆制造等
业务，年产100 万吨制浆及100 万吨
工业包装纸，项目地点位于扶余市陶
赖昭工业园区，占地面积2500亩，总
投资112亿元。

2023年 3月，纸机壹号烘缸吊装
完成。年产30万吨瓦楞纸项目所使
用纸机为首台幅宽达到6.6米，车速

达到 1000 米/分的国内自主研发纸
机，示范意义显著。

2023年6月，热电部完成并网发
电及锅炉点火关键施工，目前热电部
已全面进入生产阶段，持续稳定为
造纸车、制浆车间供电、供应蒸汽。

2023 年 12 月，造纸车间一次投
产试运行成功，经过不断尝试，不断
调整，逐渐增加车速，目前已经连续
稳定生产运行，生产出质量合格纸。
秸秆制浆生产线采用玉米秸秆、芦苇

做生产原料，生产草浆属于全国首
创，试车期间经过多次技改，已经可
以连续进行生产，后续将逐渐增加产
能，降低成本，力争成为草浆工艺的
标杆企业。

2024年，山鹰纸业（吉林）有限公
司因在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社会
就业方面表现突出获得“松原市模
范集体”称号。2024 年 5 月获得“吉
林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吉林省
劳动模范集体”称号。

山鹰纸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谷俊杰是通榆县公
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
三中队辅警，十四年来，
一直坚守在县实验幼儿
园的交通执勤岗位上，
用汗水和责任守护着每
名孩子。

每天清晨，谷俊杰
都会准时出现在幼儿园
门口，身穿整齐的制服，
开始一天的执勤工作。
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
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季，
他都坚守岗位，用实际
行动诠释责任和担当。

工作看似简单，却
充满了挑战。幼儿园门
口是交通繁忙的路段，

每天早晚高峰时段，
车流如织，人潮涌
动。谷俊杰时刻保
持高度警惕，密切关
注过往的车辆和行
人，确保他们遵守交
通规则，避免发生意
外。他不仅要指挥

交通，还要耐心解答家
长的疑问，引导他们正
确停放车辆，确保孩子
安全有序地入园和离
园。日前，一名家长因
为找不到停车位而焦急
地四处张望。谷俊杰立
即上前询问情况，并引
导家长将车辆停放在指
定停车位上。他还主动
帮助家长将孩子送到教
室门口，让家长感动不
已。

多年来，谷俊杰始
终保持着对工作的热爱
和敬业精神，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人民警察为
人民”的承诺。

坚守岗位显担当

日前，延边州农科院会同中国电建集团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和图们市政数局到包保的凉水镇亭岩村，为驻村西部计划大学生志
愿者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图为包保干部与大学生志愿者讨论小粒黄
豆栽培技术。 王强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于元萍 报道
赵英姬是龙井市餐饮协会
会长、龙井市人大代表、延
边州妇女儿童爱心协会龙
井分会会长，她以诚信经营
和品质立店为宗旨，成功打
造 了 海 兰 松 鸡 爪 这 一 品
牌。她坚守传统，传承朝鲜
族饮食文化，坚持品质选
材，用匠心制作火辣鸡爪等
美食，赢得群众的广泛认可。

多年来，赵英姬捐资助

学近40万元，帮助困难儿童
10余名，她不仅在物质上给
予帮助，更在精神上为孩子
们点亮前行之路。如今，她
还在资助4名学生，家人的
支持鼓励成为她一直坚持
的动力。

赵英姬被评为 2022 年
度“延边好人”。她不仅在
餐饮业有所建树，还积极创
新传统技艺，将火辣鸡爪与
朝鲜族饮食文化相结合，并

积极拓展市场，让海兰
松鸡爪成为延边的美
食名片。她婉拒外地
商家的加盟邀请，坚守
初心，希望通过这一美
食，让更多人了解延
边，为家乡旅游业贡献
力量。

匠心传承延边美食

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以“小切口”旅游服务品质提
升，助推全域旅游“大纵深”发展，国庆期间共接待游
客5.4万人次，旅游收入5945万元。记者 孙晓光/摄

朱 淑 芳
是 长 春 市 城
建 工 程 学 校
西 藏 部 主 任
兼班主任，25
年 深 耕 教 育
一 线 ，她 将

“爱每一个孩
子”融入点滴
行 动 。 自
2018年任西藏班班主任以来，她
全天候给学生无微不至地关怀
和陪伴。6年间，她创新学习方
法，带学生学习技能，组织交流
实践活动，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
念，远赴西藏家访增进了解，以
无私的爱换来了学生、家长的信
任，600多名藏族学生亲切地叫

她“ 朱 妈
妈”。

朱 淑 芳
坚持课堂创
新 ，以 日 常
浸 润 为 基

点，每天看
新闻、讲民
族 团 结 进
步故事，每
周 举 办 主
题 升 旗 仪
式，组织红
色观影，每
月 组 织 红
色 研 学 活

动，引导各族学生牢固树立“五
观”，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情怀，带着352名各族学生参观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感受红色文
化对心灵的触动。

讲台上下，校园内外，朱淑
芳牢记初心使命，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进
教育创新发展、民族团结进步。
作为“红石榴妈妈团”团长，她荣
获“吉林好人·最美教师暨黄大
年式好老师”“吉林好人·最美民
族团结之星”“全国百佳语文教
师”等称号。

深耕教育守初心

收获时节，粮果溢香。走
进梅河口市曙光农业生产专业
合作社，一股股清新扑鼻的稻
香迎面袭来。走进烘干车间，
只见一堆堆新收获的稻谷排列
有序，待烘干后加工，优质稻米
将销往全国各地。

合作社理事长姜连武告诉
记者：“这些都是‘吉田定制’的
稻谷，每堆都有货主，我们主打
中高端绿色有机大米，高端大
米每斤卖到 98.8 元，咱梅河大
米现在已香飘全国。”

合作社创立于2006年，是
一家生产、加工、销售绿色水稻
的专业合作社。为了带动周边
农民增收致富，合作社构建全

产业链经营模式，凭借生产、仓
储、烘干、加工一条龙优势，让
农户每亩地都获得了可观的收
益。

过去，每到新粮集中上市
阶段，水稻种植户和家庭农场
没有烘干、仓储、加工设备，优
质水稻早早就得卖掉，好粮也
卖不上好价。因此，合作社建
设仓储设施，为农户提供烘干、
仓储、加工服务。这样，水稻可
以择期销售，市场需求多少就
加工多少，保证了大米的口感
和品质。发挥仓储和销售效
能，成员实现种粮收益最大化。

“今年，合作社种植 1400
亩水稻，年产稻谷 700 多吨。

其中400亩水稻属‘吉田定制’，
生产加工高端大米，利润比较
高。最高端的 10 斤装大米定
价 988 元，中端的大米也能卖
到每斤10元。今年25万斤‘吉
田定制’大米，销售收入能达到
200多万元，带动周边120多户
农民增加收入。明年，‘吉田定
制’规模准备扩大到 600 亩至
800亩。”姜连武兴致勃勃地告
诉记者。

多元发展拓新径。今年，
合作社在发展优质高效水稻种
植产业的同时，引领带动当地
农户种植红菇娘 100 亩，收获
后经初步加工后出口国外，将
获得可观的收入。同时，合作

社还养殖了觅食性强、产蛋多、
肉质鲜嫩的大骨鸡 700 多只，
明年1月上旬可上市销售。

“让孩子们春天体验水稻
插秧、夏天体验田间管理，秋天
体验水稻收割和粮食加工，全
过程了解有机水稻生长过程，
懂得珍惜每一粒粮食。”这是姜
连武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打造
田园综合体的创新实践。除了
发展优质水稻种植产业，合作
社建起了“吉乡农创园”，设立
水稻研学基地，利用实景实物
和“声光电”技术，讲述水稻造
福人类的一生，吸引了市内外
社会办学机构前来洽谈合作，
影响力越来越大。

增收致富的“曙光”
——梅河口市曙光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见闻

本报记者 吴连祥 迟瑞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