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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复兴有我·寻访老兵足迹

本报 7 月 23 日讯（记者邱国强）为有

效化解城镇燃气安全风险，坚决防范燃气

安全事故，今天，全省城镇燃气安全“百日

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在

长春市召开。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韩

福春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住建、市场监

管、交通运输、公安、商务、应急等部门和

消防救援机构、燃气企业相关负责人参

会。

会 议 指 出 ，燃 气 安 全 事 关 民 生 大

计、发展大局，要深刻认识燃气安全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深

入开展排查整治，主动防范化解风险，

持续筑牢安全防线 ，坚决维护大局稳

定。

会议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

全面加强对工作部署落实情况的督导检

查，确保工作成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跨前一步、主动担当，把各自力量充分调

动起来，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全力开展隐

患排查，确保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对工

作不重视，落实存在表面化、形式化、口号

化等问题突出的，要采取坚决态度，严肃

进行追责问责。

压实责任防范风险 做好燃气安全工作
全省城镇燃气安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

入汛以来，我省已迎来5轮强降雨天气

过程。截至7月18日，全省降雨量达340毫

米，比常年偏多86%，位居历史同期多雨第1

位。

全省气象部门干部职工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落实“早、准、快、

广、实”要求，始终坚守在气象防灾减灾第一

道防线，全力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助力守护

粮丰民安。

未雨绸缪 全力迎汛

“今年我省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气候

形势复杂，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次较

高……”初夏多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盛

夏将有区域性暴雨和局部洪涝……精准预

测研判，需要提前周密部署、攻坚克难和高

效落实。

今年以来，省气象局党组高度重视汛期

气象保障服务。年初经历疫情防控“静态管

理”大考，落实落细“三分三备”要求，成立应

急协调、业务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组，全面

安排部署汛前准备工作。松辽流域天气会

商研判会、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预

警服务检视分析专题会等迅速通过腾讯会

议召开，以强烈的使命担当为做好防汛工作

争取更大主动权，确保汛期防灾减灾工作早

部署、早谋划、早落实。

解除社会管控后，省气象局成立6个检

查组第一时间到防汛重点区域检查汛前准

备工作，夯实组织保障基础，落实落细气象

预警应急联动机制，完善强降雨天气“叫应”

服务工作流程，确保重要装备和业务平台稳

定运行。

“要充分预估汛期可能发生的汛情，提

高警惕、严阵以待，全力做好气象防灾减灾

工作。”省政府领导在省人工影响天气和气

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会议上作出部署。全省

气象部门厉兵秣马，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

大灾，严阵以待每一场风雨。

共担风雨 联动战汛

从6月4日开始，我省就进入降水集中

期，较常年提前了14天。相关部门共扛防

灾减灾重任。提前发布重要气象报告、及

时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

息、加密雨情实况……省市县三级气象部

门盯紧每一场天气过程，强化值班值守和

沟通联动，加密开展联合会商，迅速将要

求落实到行动中，共同做好强降雨天气监

测联防工作。

有针对性开展汛期气象保障服务。6月

27日-29日正值长春市中考，新一轮强降水

再次到来，省防办依据气象信息下发紧急通

知，要求克服厌战情绪、精准会商研判。省

气象台密切关注最新云图、预报产品，精准

预测降水落区和降水时段。省气象局拓展

《每日天气趋势重点提示》和《强对流天气报

告》等服务产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逐日制

作中考气象服务专报，迅速扩散传播，为考

生提供精准气象服务。

台风“暹芭”残余水汽影响我省，省气

象台预报员持续关注模式预报的调整，在

庞杂数据和图表中，用科学态度做出最优

预报。

“第五轮强降雨基本结束，但地面水

仍在汇流，需关注流域中小河流和中小型

水库洪水风险……”入汛以来，省气象局

充分发挥松辽流域气象中心职能，发挥实

时雷达拼图和逐1小时、3小时、6小时、24

小时面雨量监测产品和子流域面雨量预

报产品作用，及时发布《松辽流域天气报

告》，全力做好跟进式服务，超前报送决策

气象服务信息，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快速

送上防御建议。在应对一场场天气过程

间隙，组织开展暴雨气象服务应急演练和

高影响天气复盘，在复盘中精进，把经验

转化为能力。

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省气象局党组回应人民关切，高位推动防

汛救灾各项工作。全省气象干部职工一面

着眼当下，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应急联动；

一面布局长远，以实战为检验场，补短板、

强弱项，坚实有力推进“质量提升年”行动，

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盯紧气象过程 守护粮丰民安
——全省气象部门迎战5轮强降雨气象服务纪实

张晓霞 郭维 本报记者 曾庆伟

“这是每个人都会做出的选择，当时时

间太紧迫，根本来不及思考太多，心里只想

着救人了。”回忆起一年前在长春市南湖公

园搭救落水母子的经历，51岁的郭立泉依

然记忆犹新，这位吉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面临危急情况时迸发

的勇气和智慧，不仅挽救了两个宝贵的生

命，也在2021年冬日给春城带来难忘的温

暖与感动。用实际行动弘扬社会正能量，展

现立德树人的高尚情操，郭立泉被评为“吉

林好人标兵”。

2021年1月2日，正值新年假期，郭立泉

和爱人一起去南湖公园。当天，他们从南湖

公园游乐区方向进入冰面，在冰面上往湖中

心散步。大约上午10点半，他们往回走时，

一对母子骑着一辆粉色的冰上摩托车从他们

身边驶过，“因为我当时特别羡慕他们，还和

爱人说了一句，感觉他们母子在一起的时光

很美好，看起来很欢乐，所以对这两个人印象

深刻。”郭立泉回忆，那位母亲大约40岁左

右，穿着深绿色的衣服坐在后面，男孩10多

岁，穿着灰黑色的羽绒服坐在前面，母子俩看

上去玩得很开心。

郭立泉与爱人和这对母子擦肩而过后，

突然听到身后“噗通”一声，他们回头一看，只

见身后不远处的冰面上都是水，水波荡漾特

别明显。这时，郭立泉才发现那对骑冰上摩

托车的母子不见了，她心里面“咯噔”一下，立

刻反应过来，这对母子可能是掉进湖里了。

“我拉着爱人赶紧往回跑，但由于冰上都是

水，太滑了，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冰面上爬

着过去。”郭立泉说，当他们爬到了冰窟窿附

近时，看到孩子母亲的头部露出了水面，郭立

泉和爱人迅速救人。她爱人先用手抓住女子

的胳膊，她则拽着女子的衣服，俩人一起用

力，很快将其拉了上来。

孩子母亲被救上来后，意识清醒，可能

由于惊吓，没有说话。“我们俩安慰她几句

后，我突然想起来，当时骑车的是俩人，孩

子怎么不见了？我赶紧问这位女子：孩子

呢？她说孩子还在水里！”听到这话，郭立

泉紧张起来，因为水面上一直没有动静，她

赶紧大声地喊“救命！”呼救声引来了附近

其他游客，人们纷纷过来帮忙，同时郭立泉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突然郭立泉发现孩

子的鞋漂出了水面，她心里一凉，第一反应

就是孩子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稍后，

孩子穿着的灰黑色羽绒服露了出来，整个

人也浮出水面，10多名游客一起帮忙，将男

孩拽上岸来。

男孩被救上来时状态很不好，眼睛瞪得

圆圆的，口吐白沫。现场有经验丰富的游

客，先把孩子侧着身子放着，然后迅速敲打

孩子的后背，慢慢地，水从孩子的嘴角流了

出来，孩子瞪着的眼睛也逐渐松弛下来，动

了几下，这时大家才放下焦急的心。现场有

一位游客拿着一件棉大衣赶紧给男孩包上

了。随后男孩被送往娱乐区休息室，相关人

员又拿来热水，孩子逐渐恢复了意识。这对

母子平安后，孩子母亲不停地向大家说着

“谢谢”，郭立泉和她爱人却悄悄地退出人

群。“我和爱人看孩子没有什么事儿了，就离

开了现场，因为我俩在救援的过程中，身上

的衣服也都湿了，就赶紧回家。”郭立泉说，

她越想越心有余悸，幸亏当天他们和这对母

子擦肩而过，幸亏孩子穿的是羽绒服，幸亏

有众人的及时相助，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

发生。

郭立泉当天就写了一篇《关于公园冰

上管理的提案》，上交给长春市政协。她

说：“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关注冰上安全问

题，让这样惊险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最美教师”勇救落水母子
——记“吉林好人标兵”郭立泉

本报记者 吴茗

吉林好人 引领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 7月 23 日讯（记者毕玮琳 王伟）为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种业翻身仗、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的决策部署，吉林省种业振兴论坛今天在长春举

行。作为吉林省种业振兴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论坛围

绕种业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探讨新技术新策略，擘画种

业未来。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

头，推动种业创新发展尤为迫切。论坛现场，来自国内外种

业的专家学者云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

万建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中国工

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

改良中心主任、农学院教授赖锦盛等来自我国种业科研方

面的工程院院士、行业专家作专题报告。万建民院士以“发

展种业科技，保障粮食安全”为题，涵盖种业的重要作用和

发展的现状等内容，提出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措施的建

议；陈温福院士从保障粮食安全的宏观背景出发，提出保护

黑土地的观点，指出种业振兴能够促进盐碱地改良和保护；

李玉院士介绍了食用菌种业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为食用

菌产业如何更好发展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赖锦盛专家围绕玉

米生物育种进展，分享了种业最新技术成果。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论坛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对

提升我省种业振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将吸取各位专家的

建议，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扎实的举措，全力推进我省现代

种业创新发展，为打好种业翻身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踔砺

奋进。

推进种业创新发展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吉林省种业振兴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王焕照）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正在稳

步推进；食品产业园已引进大连棒棰岛集团、上海誉球食品

等10户国内知名食品加工企业；鸿翔种业高新技术产业园

一期项目进展顺利……在公主岭市，随着长春国家农高区

建设的稳步推进，吉林吉农高新、仟客莱、隆平高科等越来

越多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于此，一个个农业产业集群

加速形成，不断释放发展动能。

连日来，吉林省盛达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的生物有机

肥不断发往各地。相关负责人高建玮告诉记者，公司投入

大量科研资金，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农业大学合作，

研发出以秸秆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肥、菌肥、有机肥三大系列

近20种肥料，拥有有机肥生物质发酵设备等12项专利技

术，并建立了检验检测中心。

如今，年生产加工能力可达8万吨的吉林省农嫂食品有

限公司，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真空保鲜玉米生产厂家。 据了

解，目前公主岭市已形成了以吉林农嫂、德乐、祥裕、吉农等

规模企业为支撑的鲜食玉米产业集群，年可生产鲜食玉米2

亿穗，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俄罗斯、土耳其、

智利等16个国家和地区，产值超14亿元。

在公主岭，不仅鲜食玉米产业成了“气候”，还重点打

造了以中粮生化等为龙头的玉米精深加工产业链，年加工

粮食近 150 万吨，占公主岭粮食总产量的 50%以上；以温

氏集团、禾丰牧业、高金食品公司为龙头的生猪饲养、加

工、销售产业链，年加工屠宰生猪 100 万头以上；以金泰

米业公司、金凯乐米业公司等为龙头的稻米生产、加工、

销售产业链，年加工稻米近18万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发展到80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2家、市级龙头企业68

家，农业产业集群式发展加速推进，正逐步形成现代农业

发展新格局。

公主岭市加快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董博 庞智源）近日，为切实做好河长制

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东

辽县“共筑家乡那湾绿水长廊”主题演讲比赛在县河长制

办公室举行，来自各县级河长制成员单位推荐的12位选手

参赛。

作为展示东辽县河长制工作成果的一种载体，各成员单

位参赛选手精心组织演讲稿，畅叙家乡绿水长廊故事，汇聚一

堂共同诉说东辽“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未来。

选手在台上展现着自己的风采，同时围绕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重大意义抒发自己的理解感悟。大家结合实际讲述全面

推行河长制以来的变化，讲述情系河湖管护，致力环境改善的

身边典型事迹。

东辽县举行“共筑家乡那湾绿水长廊”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韩玉红）为了向游客呈现品位高端、内涵丰

富、功能齐全的休憩玩乐场所，提升广大游客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长春市南湖公园积极推进金沙滩改造提升工程。工程

于7月15日完工，面貌一新的金沙滩重新对外开放，迎接广

大游客。

金沙滩改造提升工程，于6月6日开工到7月15日竣工，

共历时40天。改造中，拆除了原有挡墙，将挡墙护岸改造为

沙滩斜坡入水的自然式护岸形式。新建水下沙滩5200平方

米、补充儿童专用沙4000平方米，同时对沙滩码头进行了重

新修缮。

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南湖公园在金沙滩划定

1200平方米的专门区域，提供20余顶形态各异的帐篷供游客

休憩，此处景点不仅完善了公园服务功能，还提升了金沙滩

的整体景观效果。同时，南湖公园全方位落实便民服务、安

全保障、环境保护、疫情防控等措施，满足市民游客的观赏需

求和体验需求。

南湖公园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提升改造，金沙滩整体面

貌焕然一新，同南湖公园其他游览景点一起，成为市民在家

门口休闲娱乐的主阵地，更成为广大游客的“户外客厅”，让

市民在城市中尽享诗意生活。

长春南湖公园金沙滩改造提升工程竣工

近年来，洮南市安定

镇持续推动种植业转型升

级，引进西瓜品种几十个，

由单一的国内品种向国外

品种逐渐扩大。目前，西

瓜种植已经成为当地农民

致富增收的支柱型产业。

图为安定镇远望村的瓜农

王树军请来了几十位村

民，为自家种植的17公顷

西瓜打杈。

邱会宁 范海辉 摄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涌现出无数英勇

顽强的战士，为国家、为人民奋不顾身、倾其

所有。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

兵王跃和便是其中之一。

1928年10月，王跃和出生于吉林农安。

1945年8月入伍后，王跃和刻苦训练，努力学

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作战中，他不怕牺

牲，冲锋在前；行军中，他不怕吃苦，多方照

顾战友。“打仗时根本顾不上害怕，就是拼尽

全力上阵杀敌。”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

是王跃和用来鞭策自己、激励自己的座右

铭。参军后，他不断磨炼本领，提升觉悟，并

于1946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决心

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

1947年，王跃和随部队参加了怀德战

役。他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尤其是在一次

战斗中，他第一个冲上山去，救下了身负重

伤的营长。战斗胜利结束后，王跃和获得了

一等功。

1950 年，王跃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

在一次战斗中，王跃和负责爆破任务。激

战时，他奋不顾身，勇往直前，靠近爆破

点，引燃炸药包，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打

开了突击部队前进的通道。然而，由于引

燃后未能及时撤离爆炸点，王跃和身负重

伤，被及时送回国内治疗。“当时医疗水平

有限，不能取出身体中所有的弹片，至今2

厘米大小的弹片还残存在我后脑部。”因

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王跃和荣立个人一

等功。

如今，王跃和老人身体尚好，在儿子的

照顾下安享晚年。他时不时会讲起那段难

忘的当兵经历。“我这一辈子，永远感谢党和

国家。”这是老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没

有党和国家，就没有自己的好日子，更没有

今天的幸福生活，人要知足，要懂得感恩！”

他希望年轻一代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继续

努力奋斗。

王跃和：一辈子感党恩的老兵
本报记者 赵梦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