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黄殿军 记者 吴连祥 实习生
胡鑫蕊 报道 近日，东丰县关工委联合县
妇联，举办“家点关爱、育见未来”宣讲活
动，拉开传承弘扬好家教好家风活动的序
幕。

开展“好家教好家风”活动，直接关系
到每个家庭的文明和谐，更是培养优秀人
才的必由之路。因此，东丰县关工委把开
展好家风好家教建设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
程，求真务实深入抓好。

宣讲会上，专业讲师从沟通障碍、沟通
模式、沟通要点、快乐沟通等方面，深入浅
出地授课，结合身边的具体事例，为家长上
了一堂精彩的家庭教育课。家长表示，通

过聆听讲座，消除了教育孩子方面的很多
困惑和误区，收获颇丰。

为了推动“好家教好家风”活动取得更
大成效，东丰县关工委结合家庭教育实际，
制定实施方案，倡导社会各界行动起来，争
做“传文明家风、建和谐家庭”的传播者和
践行者，把文明家风、良好家教融入到日常
生活中，为营造和美家庭、共建和谐家庭贡
献力量。同时，充分发挥“五老”作用，组织

“夕阳红”讲师团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好
家教好家风”宣讲活动，指导讲师团成员不
断创新宣讲形式和内容，让更多的人知晓
开展“好家教好家风”活动的重要性和深远
意义。

培育文明家风 深化道德建设

东丰弘扬好家教培育好家风

吉林省城原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项目管理班承担
着该公司项目实施的总管理
责任。多年来，班组持续提
升综合能力、责任意识和服
务水平，为白城市能源发展
做出贡献。
助力“陆上风光三峡”建设

2023年的最后一天，由
该班组负责管理的国家“沙
戈荒”基地项目——吉西基
地鲁固直流白城 140万千瓦
外送项目大安单元升压站、
线路施工任务全部完成，一
次性通过验收，超计划时间
15天。

近年来，班组将服务新
能源项目建设列为工作重
点，实施“一案一策”，针对项
目特点研究制定施工管理相
关方案，不断强化项目建设
的日常管理和流程监督，建
立项目负责人自检、技术员
复检、班组验收的三级质检
网络。

在吉西基地鲁固直流白
城 140万千瓦外送项目施工
过程中，项目管理班坚持倒
排 工 期 、挂 图 作 战 ，组 织
各 施 工 队 成 立 18 个 现 场
作业组，投入施工作业人
员 320 余 人 、27 台 大 型 机
械设备。

2023年，该班组负责管
理的新能源建设项目达 23
项，其中 10 项顺利投入运
行。班组也因此受到各业主
单位的认可与好评。班组参
与建设的镇赉架其 100兆瓦
风电储能平价发电项目获
2023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
程奖”。

服务光伏产业发展
2016年开始，我省大力

实施村级光伏扶贫项目建
设，在该班组的主导下，城原
公司启动光伏扶贫代维项
目，主动承担了电站免费接
入电网的任务。

8年来，项目管理班先后

完成了 93 个光伏村级电站
接入电网运行任务，接入总
容量 155.2兆瓦。作为各区
域光伏设备总监控运维平
台，实时汇总各区域电站电
量情况、了解接入电站运行
状态、设备告警信息等，并通
过微信平台向区域运维人员
发送故障信息图片，指导运
维人员精准完成设备维护和
故障排除工作。

在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
维中，班组始终坚持“多发电
就是最好服务”的原则，发电
量年平均超计划指标 1500
余万千瓦时。

脚踏实地践行责任
多年来，班组在坚持倾

力服务客户、服务家乡发展
的同时，为员工创造良好工
作生活条件。

常态化组织开展政治学
习、廉政教育、管理提升、专
业技术培训等活动，努力提
升员工综合素质。2023年，

组织各类学习培训 23 次，
班 组 两 人 获 得 注 册 二 级
建造师资格，7 人通过省
住建厅考试。

班组常态组织党员和
青年员工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孤寡老人等活动，主动
与社区、养老院、福利院对
接，帮助排查用电安全隐
患，检修、维护、更换老旧用
电设施。

服务光伏产业发展
——记吉林省城原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管理班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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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庆 江 2019
年进入吉林省中
实检验检测有限
公司担任测试分
析员，2022年进入
吉林省地质科学
研究所从事实验
测 试 工 作 。 2023
年，他在全省第二
届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黑土地实验
测试竞赛中获得

个人第一名，被评
为“吉林省职业技
术能手”。

王 庆 江 刻 苦
钻研业务知识，努
力提高理论知识
和业务水平。先
后考取自然资源
部长春矿产资源
检测中心颁发的
原子荧光法测定
汞、砷、硒、锑、锗；
原子吸收法测定
金、速效钾、缓效
钾；分光光度法测
定 游 离 铁 、有 效
磷；滴定法测定有
机质等实验上岗
证；先后参与“吉
林省黑土地保护
利用生态地质调

查”和“全国第三
次土壤普查”部分
土壤样品分析测
试工作；参与“广
电计量检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土
壤产品的定值分
析”项目，负责土
壤样品的汞、砷、
硒、游离铁等元素
含量的定值；参加
生态环境领域检
验检测能力扩项
工作，负责各地勘
单位和社会化送
检样品的分析测
试工作，负责所内
日常仪器维修保
养等工作，年平均
检 测 样 品 2 万 余
件。 （李琳）

钻研业务 提高技能

近日，松原市宁江区对
重点河长段巡河、水利工程
运行、堤防维修养护和度汛
准备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组深入农林村插板
桩治理工程现场进行检查，
详细询问工程工期、进展和
度汛准备情况，对工程实体
质量、外观、安全等方面进行

检查，提出进一步加强工程
现场安全、进度、质量和工程
资料管理。针对施工区域过
往车辆较多的问题，要求在
路口的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
识，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严禁进入施工区域，同时加
强施工人员管理，无关人员
严禁进入施工区域。

在检查鲫鱼泡、富砬子
涵洞、新兴排灌站段堤防时，
仔细检查水利工程情况，询
问今年的水利工程维修养
护、防汛重点和存在薄弱点
等，并对今年防汛工作提出
意见。 （王娜）

宁江区开展防汛工作检查

近年来，龙井边境管理大队全
力维护边境辖区社会稳定，服务县
域经济发展，护航乡村振兴。

为旅游保驾护航

每到旅游季，三合镇望江阁景
区内游客如织，三合边境派出所建
立以法律宣传、游客服务、民俗文化
为综合的望江阁游客服务站，在保
障游客安全的同时，也为游客提供
旅游信息和导游服务。

随着延边州旅游产业的迅速升
温，三合村里的民宿也越开越多。
村党支部书记刘加胜对记者说：“近
几年延边旅游产业发展持续升温，
来我们这旅游的客人越来越多，很
多村民从中看到了商机，将自家住
宅改造成民宿。今年民宿入住率同
比2023年增长95%。”

针对辖区每日人员流动量较
大，三合边境派出所深化党建引领

“警地融合”工作效能，构建警民互

助体系、夯实群防群治网。协调镇
党委与各涉边职能部门定期召开边
境维稳联席会议，进一步完善群防
群治工作机制，以“防火、防盗、防
治安、防灾害事故”为基础，牵头组
建三级群防群治联防网，着力构筑
警地合力、警民联控、治安联防、平
安共创的群防群治体系建设。

助农服务促增收

去年，三合村村民王学胜家的

大米滞销，三合边境派出所民警在
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帮
助王学胜把大米卖出去。他们精心
制作图片和视频，利用家属群和朋
友圈等平台帮助其销售，滞销的大
米很快销售一空，王学胜脸上绽放
出笑容，“幸好有民警的帮助，大米
才能这么快销售出去，太感谢他们
了。”

为了帮助农民解决桔梗种植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三合边境派出所

创新工作思路推出了“民警责任田”
制度并组建“助农小分队”，民警在
劳动的同时利用网络视频与群众共
同学习种植养殖经验。三合边境派
出所民警助农的行动不仅展现了他
们为民服务的宗旨和担当精神，也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情暖社区乐融融

“小张，你来给我们评评理……”
“小张，你帮我看看这个药能不能

买？”在龙井市开山屯镇南山社区，
居民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去找责任区
民警张孙哲。张孙哲 2012年调入
南山边境派出所，为了快速了解辖
区情况，他带着一支笔、一本日志，
用40天走完了辖区5个行政村、4个
社区。从警 18 年，他的工作日志
里，记录着满满的警民鱼水情和他
独特的“孙哲兵法”。“只要群众找上
门，就没有不归我管的事情。”对于
张孙哲而言，基层派出所面对的就
是小案件、小纠纷、小事情，只要群
众有需要，他就会一直“奔跑”，用自
己的“热心”换取群众的“安心”。

近年来，龙井边境管理大队通
过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工作机制、打
造阵地堡垒、加强融合发展，促进各
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龙井边境
管理大队先后荣获“延边州民族团
结进步先进集体”“全市文明单位”，
荣立国家移民管理局集体二等功 1
次。

为了边境村繁荣发展
——龙井边境管理大队服务乡村振兴二三事

本报记者 郭小宇 实习生 孙德亮

本报讯 丰琦 石彬 报
道 5月 16日，白山边境管
理支队金华边境派出所、十
四道沟边境派出所组织民
警 前 往 十 四 道 沟 镇 党 建
馆开展以“铭记党史、严
守党纪、忠诚担当”为主

题 的 参 观 荐 学 活
动。

在党建馆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民警依次参观“光
辉历程”“纪律严明”等多个
展区。通过参观学习，引导
民警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
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自觉
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筑
牢思想根基、积蓄前行力
量，为平安边境建设作出贡
献。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
5月18日是第48个国

际博物馆日。图们市开展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

究”主题宣传教育系列活

动。通过展板及图片向群

众普及历史知识，充分发

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

能。

记者 侯春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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