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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本报讯（郑庆子 记者汪伦）日前，洮南市司
法局组织干部职工走进洮南市光明街道光华社
区开展法律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播放宪法宣传片、设置
法律咨询台、捐赠法律书籍并举办法律讲堂。宣
传片对《民法典》编撰的重大意义、《民法典》的实
行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在法律讲堂上，宣传人员

随时提出问题让听课居民回答，使居民在互动中
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调动了居民学习法律知
识的积极性。活动结束后，洮南市司法局为光华
社区捐赠法律书籍100余册，充实社区书屋。

此次活动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为丰富辖
区居民的法律知识，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构建
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法律宣传进社区 构建和谐法治环境

本报讯（记者李政孚）2021年，洮南市税务
局扎实推进平安建设工作,着力打造平安税务。

规范管理各项制度。洮南市税务局通过开
展“管理规范年”活动，健全平安建设各类制度并
实行台账管理，在机关大楼和5个农村分局（所）
安装视频监视系统6套、摄像头62个，确保机关
大楼和农村分局（所）监控全覆盖，并实行24小
时领导在岗带班制和值班人员无缝衔接值班制。

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不断改进和创新税收

执法方式，实现征纳沟通“零距离”、办税流程
“零障碍”、服务质量“零差错”、执法服务“零投
诉”，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减少矛盾冲突，积极构
建和谐征纳关系。

融合本职互相促进。他们把平安建设工作
与税务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强化宣传教育、防范
措施和责任落实“三个全覆盖”，为构建平安税
务、促进税收事业的良好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扎实推进工作 建设平安税务

本报讯（陈偲聪 尹雪）镇赉县社保局
推行“三专四办”举措，以优质服务提升企
业办理业务的满意度。“三专四办”即针对
涉企业务开通“专门窗口、专人办理、专线
咨询”，有企业来办业务要做到“马上办、一
次办、网上办、帮您办”。

位于镇赉县的飞鹤乳业加工有限公司
在县社保局专为企业开设的办事窗口办理
新入职人员社保登记过程中，有8名新入
职员工无法正常登记。经工作人员查询得
知，这些人均为外地务工返乡就业人员，在
外地务工期间已在当地缴纳了社保，为避
免重复账户的出现，社保经办系统阻止了
他们在家乡进行社保登记缴费。按照正常
程序，需要参保人员回到参保地去开具缴
费明细和参保证明，之后再回到家乡办理
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但如此一来不仅耽误
了企业用工，而且也增加了职工自身负担。

镇赉县社保局工作人员杨爱臣，按照
“四办”举措主动提出帮助这些职工办理社
保关系转移，经过多名工作人员的联系协
调，将8人分属7地缴费的相关证明材料
通过传真、特快专递、电子邮件等形式，发

到杨爱臣手中，并由他专门负责办理这8
人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业务。最终，这8
名外地务工返乡就业人员顺利地完成了社
保登记缴费，成功入职企业。

“社保局的服务非常高效，这么复杂的
问题一天就解决了，工人们顺利入职，帮了
我们企业很大的忙。”企业工作人员宋明奇
说。

据了解，镇赉县社保局在推行“三专四
办”举措以来，企业社保业务经办效率得到
了很大提升，同时也减轻了其他窗口的业
务经办压力。专事专人办，不但体现了县
社保局对企业的重视，还有利于各项对企
社保政策的落实，助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我们全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实现参保企业社保业
务全程网办，不断提升经办服务效能，为优
化营商环境建设、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提供优
质服务。”镇赉县社保局副局长毕元浩说。

镇赉县社保局推行“三专四办”举措提升企业满意度

王绶琯，男，汉族，1923年1月生，中共党
员，生前系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北京天文台原
台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绶琯是我国天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
国射电天文学开创者。1999年，他倡议并联合
钱学森、王大珩、路甬祥、白春礼等61位著名科
学家创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组织5万多
名中学生先后参加俱乐部科研活动，一些学生
已成长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

“执手巡九天，创国家重器日月同鉴；运筹泽
八方，掖百年英才时代担当”，在九十八载的人生
中，王绶琯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
在一起，不仅在天文学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还甘
为人梯，为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拼尽全力，直至生
命的最后一刻。1993年，紫金山天文台将3171
号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他研究一辈子星
星，也成为带领无数中学生走进科学的“启明星”。

20多年中，王绶琯为俱乐部发展四处奔
波。为解决经费问题，他捐出稿费；身体虚弱无
法行走，他让女儿用轮椅推着去参加俱乐部活
动；即便躺在病榻上，自称“眼睛、耳朵都开始罢
工”，他仍关心着俱乐部的未来。

经过22年的发展，俱乐部基地校由最初的

4所发展到31所，共有721位导师和5万多名
中学生参加俱乐部科研活动，其中3100多名中
学生走进278个重要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
室，进行平均为期一年的科研实践活动。

一批俱乐部早期会员已崭露头角，成为国
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他们中，有3人入选我
国“青年千人计划”，在中科院等单位领衔科研
团队；有的在国外建立独立科研实验室；有的成
长为高性能集成电路芯片设计领域知名专家，
在国际学术界和工业界有影响力；有的作为计
算机视觉和认知科学专家，成为国内首次推出
无人驾驶卡车方案的独角兽企业创始人；有的
是国际生物物理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入选福
布斯杂志亚洲30岁以下杰出人才榜、《麻省理
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中国科技青年榜……

王绶琯荣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先
进科普工作者等称号，被授予北京市青少年科
技后备人才培养终身成就奖、“北京榜样”特别
奖。 （据中国文明网）

虎年春节临近，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已经开启。
今年春运，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北京冬
奥会即将开幕，保障难度加大。行走路上，让旅客感受
到不一样的温暖，是交通运输部门的“考题”，更是这个
新年最美的开启方式。

安心之路：在“控”和“通”上下功夫

22日清晨，吉林省吉林市吉长城际公交候车厅
内，“您好，请戴好口罩，测量体温，出示您的健康码和
行程卡”的提示音不断。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乘客依
次完成扫码、测温、安检等过程，有序进站。

“每辆城际公交车都安装了扫码登记仪，各个站点
上车的每位乘客都要扫码登记，做到疫情防控有迹可
循。”吉林市双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部经
理张一一说。

面对疫情考验，今年春运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又要做好运输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平稳有序
出行。

“做好‘控’和‘通’两方面工作。‘控’就是科学精准
实施交通运输管控，防止疫情外溢。‘通’就是多管齐下
确保物资运输畅通，保障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也保障生
产生活秩序稳定。”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说。

从旅客出行来看，今年春运客流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因此，在出行方面要做到科学精准引导。交通运输
部科学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中心总工程师刘振国表
示，今年春运将总体按照减少人员无序流动、引导错峰
出行的原则进行。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从春运前5天（17
日至21日）客流情况看，全国共发送旅客近1.3亿人
次，日均客流约2500万人次，与2021年春运同期相比
增长约40%；但与疫情前的2019年春运相比，下降6
成左右。“总体看，客流保持中低位运行，公路、铁路仍
是主要出行方式。结合以往情况看，预计节前客流较
为平稳，务工流、探亲流、学生流仍是春运客流主体。”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综合运输服务处处长曾嘉说。

从货运来看，货架子满不满，菜篮子实不实，超市
里供应足不足，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幸福年。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负责人表示，
铁路部门春运期间继续加强发电供暖用煤、东北粮食、
春耕化肥、节日物资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物资运输，
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全国铁
路日均装车17万车以上，力保全国363家直供电厂存

煤可耗天数15天以上。

顺心之路：行走在外更通畅

“请问洗手间在哪？”
“您要去洗手间吗？请跟我来。”
在江西兴国西站候车厅，一位名叫“兴兴”的新

“人”上岗，引来了不少乘客关注。
兴国西站客运员李非凡告诉记者，“兴兴”是智能

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旅客引导、安全宣传、问题咨询
等车站服务，承担电子客票无纸化和日常疫情防控消
杀“大使”，对站内地面进行消毒。

科技让出行更便捷。在河南高速公路鹤壁站，基
于“远程控制”设计理念创新研发的混合车道自动发卡
设备近日投入试运行。

当非ETC车辆行驶至车道时，系统能自动准确识
别出车型、车牌和轴数等信息，并自动弹出通行卡。司
乘人员领卡后，通行杆抬起，车辆顺利驶入高速公路，
整个过程仅需4秒左右，而且实现了司机和其他人员
的“零接触”，有效降低了疫情传播风险。

在长三角铁路，细节之中见温情。177个车站建成
12306旅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改签等服务；
205个车站启用“验检合一”组织模式，旅客在检票口完
成验证、检票作业，减少进站排队等待时间和刷证次数；
上海虹桥、苏州、嘉兴南、扬州东、台州、安庆西等49个
车站候车区提供座椅扶手扫码手机充电服务……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赵冲久表示，为了确保旅客暖
心出行，各地交通部门要加强与铁路、民航等部门协同
合作，强化干线运输与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到达旅客疏
运工作，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加强春运高
峰时段、重点路段的路网运行动态监测，引导公众错峰
避峰出行。

随着我国高铁建设高质量推进，今年春运，铁路运
输保障能力大大提升。复兴号历史性地实现了全国
31个省区市全覆盖。“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高
铁成网运营优势明显；一大批线路投入运营，又有25
个县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

“我们测算，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客运最大能力安排
较2019年同期增长10%左右。”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客运部主任黄欣说。

黄欣表示，铁路部门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客流
变化，加强大数据分析，坚持适需安排、应急有备，科学
精准安排客运能力上线，满足出行需要。同时保持普

速列车开行规模，坚持开好81对公益性“慢火车”，为
群众提供基本出行服务保障。

暖心之路：服务品质再升级

21日上午6时20分，随着G8801次列车从清河
站开出，京张高铁冬奥列车正式开启赛时运输服务。

迎接四方宾客，共赴冬奥之约。为打造冬奥列车
服务靓丽风景线，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客运
段京张高铁车队专门组建了“雪之梦”乘务组。

作为京张高铁首发列车长，吕盼是“雪之梦”乘务
组的一员，值乘21日北京北站开往太子城站的G8825
次列车，“该趟列车内有全球唯一的5G超高清演播
室，车厢表面是专门打造的冰雪涂装。”“我们经过了英
语、手语、冬奥会知识、国际礼仪常识、业务技能等全方
位培训和选拔，将用最好的服务为冬奥助力，为中国喝
彩。”她说。

在冬奥列车上，记者看到温暖的氛围无处不在。
备有针线包、清洁剂、雨衣、玩具的服务“百宝箱”、多种
冬奥特许商品……

今年春运，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车站、公路还是
机场，出行的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

在广州，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司在管内各大车
站276台全功能自助售（取）票机上新增了改签功
能。电子支付购买、未换取报销凭证的旅客，可以直
接在自助售(取)票机上办理改签业务，无需再到售票
窗口办理，往年售票厅退、改签窗口排长队的现象一
去不复返。

针对老年人、脱网人群和需要特殊服务的重点人
群，铁路部门在线上线下全渠道开展关爱服务。线上
持续提升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适老化等无障碍服
务水平，老年人用注册12306账号填写的手机号拨打
12306客服电话时优先受理，为老年人旅客线上购票、
信息查询和预约服务提供便利。

各地纷纷提前开启农民工返乡服务。1月8日清
晨，一辆来自广东汕头的“春风行动”农民工专用大巴
抵达四川泸州合江县尧坝镇服务点，在经过测体温、查
验核酸证明和信息登记后，车上的外出务工人员分别
转乘四川“金通工程”小黄车，踏上了返乡的路程。而
类似这样的“专车”，当天共有43辆，分别从广东、福
建、浙江等6省发往泸州，1700余名返乡农民工顺利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去年底，我们就开始春运返乡返岗省际‘春风行
动’问卷调查，助力外出务工人员及时返乡返岗。”四川
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摸排“返乡时间”“出发地和目的地”“选择长途客车返
乡希望有哪些服务”等需求，不断推动省际“春风行动”
常态化、规范化。

在新疆，库尔勒机场在春运期间推出“首乘旅客”
服务保障，增设爱心服务专用柜台、开设专用通道、专
人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引导服务，确保首次乘坐飞机
的旅客出行无忧。

2022年春运，在暖心服务中感受别样年味，在“安
心”春运中踏上返乡归途。新的一年，必将如此温暖。

本报讯（郑辉 记者张殿文）秉承关心、
关爱学子的优良传统，日前，洮北区铁路第
二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献爱心
助贫困学生”主题党日活动，为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送去了学校党支部的关爱，使孩子们
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党支部书记王立林带领全体党员走访
了三个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家庭。他们首先
来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高某某的家里。高
某某父母离异，爸爸生病，生活不能自理，
她长期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学校领导和老
师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她，通过多种渠道
对她进行资助。学校领导和老师经常勉励
她正视困难，磨炼意志，树立信心，努力奋
斗，将来成人成才，用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

的命运。随后，他们分别来到建档立卡学
生王某、刘某某家中，将节日的礼物和祝福
送到学生和家长手中，希望他们度过一个
祥和的春节。

受访学生家长表示，将积极配合学校
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克服困难，帮助孩子
顺利完成学业，努力把孩子培养成才，不辜
负大家的期望。

洮北区铁路第二小学党支部长期以来
高度重视贫困学生的帮扶和教育工作，对
贫困学生给予免除书本费、伙食费、课后看
护费等费用，把党的扶贫政策落到实处。
今后，学校还将一如既往地开展对贫困学
生的帮扶活动，让每一个贫困学生在充满
爱心的校园里幸福快乐地成长。

白城籍人刘艳自2017年退休后，机缘使
然，她将家安在了天津市。退休生活是惬意的，
她所居住的地方位于天津市的东丽区，小区附
近有荷花池、公园和健身场所，周边的大型商超
也非常方便购物和休闲。

即便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想家，依然是刘艳
内心不能割舍的情结。

有一天，她的外孙女说，天津有很多好吃
的，还是天津好。刘艳便告诉孩子，白城虽然没
有天津的繁华和名气，但是，白城有她爱吃的饺
子，尤其是已经80多岁高龄的老妈妈包的芹菜
辣椒馅和酸菜馅的饺子，咋吃没够。

就这样，临近过大年，刘艳和全家人回到了
白城。

一回家里，刘艳就跟老妈妈说，想吃她亲手
包的饺子了。刘妈妈说这还不好办，家里有现
成的菜，那不是说包就包。就这样，刘艳在白城
的十多天时间里，连着吃了好几顿饺子。看着
白白胖胖的饺子下了锅，厨房里热气腾腾的，刘
艳感触地说，在外的日子再好，也不如妈妈包的
饺子好。

刘艳说：“我是土生土长的白城人，退休后，
根据孩子的想法，我们落户到了天津。天津也
有饺子，而且花样繁多，但是为啥没有我妈包的
饺子香呢？我品来品去，总结出了原因。首先，

无论吃啥，吃的是家味、是情味，离家时间越久，
乡愁越重。与其说我想我妈包的饺子，不如说
我想我妈了。”

刘艳说她到天津后，把天津的饺子和白城
的饺子做了比较。就拿酸菜馅饺子来说，天津
人做馅的酸菜是用大头菜腌制的，而且没有经
过低温发酵，白城做馅的酸菜是用大白菜腌制
的，低温发酵后，低温保存，白菜始终在发酵期
中，酸味和清冽的口感保持得特别好。这就是
白城或者说东北饺子和其他地方的酸菜馅饺子
口感不一样的关键所在。”

遥想当年，楼房还很少见的年代，家家户户
住平房，无论是下井的还是带厦屋的房子，屋里
都放一口大瓷缸，里面腌满了冬天必备菜——
酸菜。

过去吃饺子，堪比奢侈品。赶上年节，才吃
得上一顿，更别说吃上“一兜肉”的饺子了。就
算是菜馅不加肉的饺子，都是美味佳肴了。

而如今，吃饺子已经不再需要眼巴巴期盼
了。街边饺子馆林立，家里白面肉品随手可取，
料理机一开，可和面可搅馅，市面上饺子皮也随
处可买，包顿饺子特别方便快捷。

吃饺子，再也不需要兴师动众地等亲戚朋
友上门，才来上一顿，以此表达盛情。

刘妈妈虽然年龄大，但干啥一点不含糊，和

面、拌馅、擀皮、包馅，一板一眼，麻利干净，再加
上有儿孙们在一旁帮衬，没多大功夫，一盖帘饺
子就下了锅，几个滚翻上来，烫烫的胖胖的饺子
就端上了桌。

热气扑面而来，刘艳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
围拢桌前，顾不得烫，夹起来就吃。吃烫饺子的
火热场景真应了那句话：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
如倒着。

而2022年的这个年，就在刘妈妈的饺子里
和刘艳满足的笑容里，更在一家人团圆相聚的
温馨里，拉开了帷幕……

寒冬送温暖 天寒心不寒
洮北区铁路第二小学开展“献爱心助贫困学生”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陈沫）近日，通榆年货大集暨乡村
振兴农产品展销会在通榆县电子商务中心举
行，来自全县的43位参展商汇聚于此。活动现
场约有200种的参展商品在线上线下进行同步
销售。

展厅内，热销场面火爆热烈，多种特色农
产品竞相展出，参观购物的消费者沉浸在年货

大集热闹的氛围当中。此次年货大集将互联网
与传统春节文化相结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
平台，以线下体验、线上购物、年货秒杀等购
物形式，向群众展销本土农产品、有机食品、
手工艺品等各种各样年货，用户还可以扫码支
付、扫码溯源，真正做到了农产品看得见、摸
得着，让消费者买得舒心，用得放心。

不仅是畅销到国外的辣白菜让人赞不绝
口，通榆千家万户的黏豆包更是让人回味无
穷。在苏公坨乡“苏公柒坊”农业产业园区的展
位上，煎纯手工黏豆包的香气弥漫开来，吸引了
众多消费者前来品尝。

线下体验升级，线上聚焦流量。从农产品
生产、包装，再到口感、味道，并结合地域特色、
人文特色、民族民俗、传统文化等一一为线上的
粉丝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吸引了不同地区、不
同年龄段的消费者购买。流量，实实在在地转
化成了一笔笔订单，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
通榆、了解了通榆。

通榆：年的味道浓起来

“不一样”的旅途
——2022年春运观察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叶昊鸣 周圆

夜空中最亮的“启明星”
——记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王绶琯

道 德 模 范

81 岁的刘妈妈为从天津回白城过年的
女儿刘艳包饺子。 王琦摄

以“硬措施”抓好“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