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载春秋倏忽而过，回望来时路，
一张《吉林农村报》，竟成为我扶余组工
生涯里最熨帖的见证者。它如一道犁
铧，在我耕耘的土地上划出思想的沟
壑；它更似一座桥，引我跨越孤岛，将扶
余的星火递向更广阔的原野。

初识这份报纸，是因组工信息宣传
之需。当目光首次落在那散发着泥土
清香的纸页上时，其“农”字底色中透出
的鲜活力量，如春雨般浸润了我焦渴的
探寻之心——它不只是信息的驿站，更
是沉入泥土的倾听者。凭着这直觉的
牵引，我尝试拨通了报纸编辑部的电
话。未曾想，话筒那端传来的声音毫无
疏离，热切如乡邻夜话：“扶余有什么好
做法，尽管说来！”一句承诺，便是我与

《吉林农村报》同舟共济的朴素起航。
自此，这方纸田成了扶余经验播种

的沃土。在组织部的灯下，我将基层治
理的点滴创新、乡土人才破土而出的倔
强、乡村振兴路上的足音，一一淬炼成
文。每一篇稿件发出，都似托付一粒饱
含希望的种子。记得去年初春，我整理
了一份关于人才“引用育留”助力乡村
振兴的材料。编辑深夜来电，电话那端
键盘声如春蚕食叶，我们逐字推敲标
题、斟酌表述。当稿件最终以《聚焦人
才“引用育留”——扶余筑牢乡村振兴
人才根基》为题见报，并被新媒体平台
广泛转载时，扶余的智慧与努力在更广
袤的土地上激起涟漪——那一池春水，
在千万人心中真正漾开了回响。

三载相知，报纸编辑与记者亦师亦
友。他们如精耕细作的农人，对扶余沃
土上的每株新苗都投以热切目光。每
遇报道策划，记者常深入扶余田间地
头，其敏锐如犁锋切开板结的土地，直
抵问题核心；编辑则如春风
化雨，将我们略显生涩的初
稿点石成金。经年切磋琢磨
间，他们教会我的不仅是雕
琢文字的匠心，更有捕捉时
代脉搏的锐眼——那字里行
间流淌的，原是对大地最深
沉的敬意与最滚烫的责任。

如今回望，20 余篇报道如星火燎
原，扶余的声名因之远播，乡村的脉动
得以被真切倾听。这历程更让我彻悟：
新时代的组工干部，不仅应是默默深耕
的“老黄牛”，更当成为善书时代注脚的

“执笔人”。保持新闻写作能力，就是握
紧一把通向时代的钥匙；常与媒体为
友，便是让组织工作从幕后走向阳光的
必经之路。

纸页无言，光阴流转中却悄然记录
着扶余大地的蝶变与我的成长。那墨
香深处，有泥土的厚重，有汗水的咸涩，
更跳动着一颗为乡土鼓与呼的赤子之
心。当未来某日，后人翻阅这些发黄的
纸页，愿那些文字能如深埋的种子，在
岁月里默默萌发，向未来证明：我们曾
如何以笔为犁，在时代的田野上奋力耕
耘过——字里行间，扶余的脉动永恒不
息。

字里行间见证扶余的脉动
张人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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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苓：扶余市委组织部四级主
任科员，在《组织人事报》《吉林农村
报》《中国商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
刊发文章 150 余篇。在这个节奏飞
快的时代，依旧坚信文字的力量，愿
与文人墨客为伴，提笔抒怀，笔耕不
辍。

本报讯 记者刘帅 报道 日前，省
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胡
玉亭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
会议精神，专题研究省政府领导班
子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听取促就业
增量政策举措、全国青少年阳光体
育大会筹备等情况，审议吉林延
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高质
量发展、开发区用地“标准地”改革
等文件，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部署下
步工作举措。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
化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学习教育目
标任务，明晰行为规范“风向标”，
切 实 做 到 知 敬 畏 、存 戒 惧 、守 底
线。要抓实省政府领导班子学习
教育集中整治台账动态更新销号
管理工作，持续巩固深化整改成
效，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深入治理

“隐形变异”问题，推动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走
向深入。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国
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化交账意识，

推动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运行在年
度目标值以上，全力完成“双过半”
目标。要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
化项目跟踪服务，主动破解项目推
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有组织
推动项目全面开复工建设，努力形
成更多实物工作量。要实施好提振
消费专项行动，拓展消费场景、优化
消费供给，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科学有序推动民生保障领域政策提
标补强，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有为
政府作用，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动态收集、甄别、遴选制度型开放经
验做法，结合省情实际，有组织抓好
复制推广、集成创新，释放改革开
放红利。要全力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加快建设一批质
量好、功能全、价格优的“好房子”
示范项目，持续推进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要加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信用修
复流程，为失信企业重塑良好信
用提供便利。

会议指出，要把稳就业摆在更
加重要位置，抓好大学毕业生、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全力拓展
就业岗位，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留
吉回吉就业创业，以高质量充分就
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以务实
管用举措推动吉林延吉—长白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大力
推动开发区用地“标准地”改革，做
好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筹备
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取得预期成
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府效能
锚 定 目 标 奋 力 实 现“ 双 过 半 ”

胡玉亭主持

本报讯 王冰莹 杨婷婷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近日，“2025年全国
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100强
榜单”“2025 年全国县域文旅融
合发展潜力100强榜单”发布，延
吉市入围 2025 年全国县域文旅
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位列第16
名。

近年来，延吉市以“民俗文

化+特色美食+绿色康养+冰雪旅
游”为核心，积极探索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路径，推动县域经济与文
旅产业同频共振。今年五一期
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约
77.8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同比增
长 7.5%；实现旅游收入 15.58 亿
元，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3.2%。

2025 年全国县域文旅融合

综合竞争力100强榜数据来源于
“全国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指数
（CTDI）”，主要由“经济实力”“增
长潜力”“产业融合”“绿色水平”

“媒体传播”5 个一级指标、12 个
二级指标、37 个三级指标组成，
用以反映过去一年全国县域城市
在文旅融合方面的价值量化指
标。

延吉市入围2025年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6 月 29 日，通榆县十花道
乡大集广场上，这句饱含深情
的铿锵宣言响彻全场。随着鲜
红的党旗在微风中舒展，“七
一”主题大集拉开帷幕。活动
将深厚的红色底蕴融入乡村振
兴的生动实践，让红色基因在
乡土间传承赓续。

为庆祝党的生日、凝聚党
心民心，这场别开生面的主题
大集热闹开场。舞台上，来自
全乡各村的文艺爱好者轮番登
台，表达对党的深情。激昂的
红色歌曲，唱响对党和祖国的
无限热爱，那跳动的音符，仿佛
是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奋勇前行
的激昂节奏；灵动的民族舞蹈，
舞出新时代人们的幸福生活与
昂扬姿态；深情的诗歌朗诵，赞

颂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台下，
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现场彩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夏日的微风轻拂，活动现
场人气爆棚，十里八乡的村民
纷至沓来。在党建引领下，十
花道乡积极探索“集市+主题活
动”创新模式，让传统集市焕发
新生。此次“七一”主题大集，
更是人气飙升，摊位从以往的
50余家增至70多家，赶集人数
翻倍，商品种类涵盖农产品、农
具、日用品和特色美食。大集
上，新鲜蔬菜、特色羊汤、干货
美食、实用农具等琳琅满目，丰
富多样的商品既满足了村民日
常生活所需，又极具乡土特
色。“菜新鲜又便宜，在家门口
就能买齐东西，这大集太方便

了！”村民徐大妈赞不绝口。
这场大集不仅是一场购物

狂欢，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实
践。十花道乡党委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巧
妙融合传统赶集文化，为脱贫
户搭建销售平台。活动期间，
40户脱贫户的鸡蛋、鸭蛋、家禽
等绿色农产品畅销，户均增收
超 300 元。党组织成为群众致
富的“主心骨”，让脱贫成果更
加稳固，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
宽。

十花道乡将立足本土资源
禀赋，深耕文化底蕴，以特色经
济为引擎，持续为乡村振兴注
入澎湃动力，全力塑造独具魅
力的特色集市品牌，奋力绘就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
振兴画卷。 （段骏婷）

党建引领聚合力 乡村集市促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