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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教家风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

本报8月2日讯（记者赵梦卓）今天，

由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

政治工作局、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

办的吉林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兵

心永向党”主题文艺作品展开幕式在省图

书馆举行。

我省是东北抗联创建地、东北解放战

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为保护好、宣

传好、运用好吉林省红色文化，从今年4月

至今，主办方在驻吉部队官兵、全省文艺工

作者和退役军人文艺爱好者中，组织开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兵心永向党”

主题文艺作品创作征集活动，得到了广泛

关注和积极参与。

展览现场，文艺工作者聚焦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事

迹，创作了一件件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表

达了对功勋老兵的崇高礼赞。部队官兵创

作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美术、摄影作品，展

示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维护核心、建功岗位

的昂扬风貌。“全国自强模范”、一等战功荣

立者、革命伤残军人王琦作品展示专区也

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据悉，今年主办方共收到1100余件主

题文艺作品。经专家评审，本着优中选优

的原则，此次活动集中展出书法、绘画、摄

影等六大类230余件获奖作品，展览将持

续到8月末。

吉林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兵心永向党”主题文艺作品展开幕
为统筹安排我省未来五年立法工

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深入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坚持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形成《吉林省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并经十二届省委全面依法

治省委员会2023年第一次全体（扩大）

会议审议批准执行。近日，本报记者

专访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发言人、法工

委主任于平，就立法规划的主要内容、

显著特点、实施保障等情况进行详细

解读。

记者：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省也正
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规划》如
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于平：此次规划编制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党的二十大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紧贴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

盼，紧扣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

破的法治需求实际，以增强立法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为导向，突

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按照“党

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

与”的立法工作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重大理念，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立法，着力完善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提

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记者：每一届省人大常委会都要
编制立法规划，统筹安排五年任期内
立法工作，此次立法规划编制有何特
点？

于平：此次规划编制工作主要呈

现四个特点。一是提高站位，强化组

织领导。首次成立由常委会党组书记

任组长、分管副主任和省政府副省长

任副组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省

政府司法厅等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工

作效能。二是广纳博采，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扩大项目征集广度和深

度，向省委序列部门、省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和常委会办事机构、省政府组成

部门、市州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法咨询专家等

257 家单位和 787 名个人征集建议项

目，最大限度听取各方面立法需求。三是形成合力，凝聚各方共

识。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与省政府司

法厅等相关部门紧密协作，对建议项目认真梳理，深入研究、凝聚共

识，确保列入规划和计划的项目符合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符合人民群众关切期待。四是守正创新，增强工作质效。首次

开展立法规划评估论证，有效提升了立法项目的合法性、科学性、必

要性、可行性，为创造性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

宝贵经验。

记者：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按照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
此次编制立法规划有哪些重要考虑？

于平：我省地方立法工作已开展40余年，经过各方长期不懈共

同努力，我省地方立法日趋完善。此次规划编制，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突出重点，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紧扣推进地方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省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经

济产业、创新发展、人才强省、农业农村、文化建设、社会民生、公共

卫生、生态文明、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加强立法谋划、安

排立法项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立法关切，注重将代表议案纳入立法规划，充分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努力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的立

法项目列入规划。坚持立足省情实际，体现吉林地方特色，聚焦吉

林振兴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地方特色，丰富立法形式，统

筹运用“大块头”“小快灵”立法，探索推进协同立法、共同立法，增强

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坚持系统思维，增强规划的科学

性和前瞻性，着重处理好突出重点和统筹兼顾、总体确定和必要灵

活、回应需求和切实可行、衔接落实和体现特色等关系，将改革发展

急需、条件相对成熟，未来五年有需要、可启动、能完成的项目列入

规划，确保立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立法效益最大化。

记者：围绕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和全省中心工作，《规划》安排
了哪些重点立法项目？

于平：《规划》锚定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

任务，主动适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六新产业”发展、

“四新设施”建设等方面法治需求，统筹提出完成类项目和调研类项

目95件，其中包括，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

系、产业体系和“数字吉林”、冰雪强省建设，制定和修改梅花鹿产业

发展、食用菌产业促进、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和长白山生态旅游管

理等条例；围绕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制定创

新型省份建设促进条例；围绕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坚持人才是

第一资源，加强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制定人才发展条例；围绕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制定

和修改粮食流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作物种子等条例；围绕推进

文化自信自强，制定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等条

例；围绕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制定养

老服务、家庭教育促进、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等条例；围绕推进

健康吉林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制定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条

例；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和修改水网工

程管理保护、松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等条例；围绕公共安全和风险

防控，制定和修改反恐怖主义法实施办法、气象灾害防御等条例。

记者：立法规划所涉领域广泛，落实任务很重，应该如何保障
《规划》的有效实施？

于平：为提高立法项目完成率，增强立法规划的权威性、约束

性，充分发挥规划对立法工作的引领作用，对《规划》实施提出四点

要求。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规划由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

审议批准，以省委文件转发执行。实施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

题，及时向省委汇报，全力抓好省委交办的重大立法任务。二是加

强组织协调。对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明确主体责任

和完成时限，以“五化”闭环工作法共同推进立法项目有效落实。三

是推进科学民主依法立法。进一步丰富立法形式，健全多元化起草

机制，有效实行立法“双组长”和“工作专班”制，积极开展立法后评

估，与立法规划编制、草案起草审议、法规贯彻实施等形成完整工作

闭环。四是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规划编制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建立常态化立法工作领导机制，将落实立法项目纳入相关单位的

重要议事日程。加强人员、经费和信息化建设保障。注重“法法衔

接”，完善法规配套制度，及时开展法规清理，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

性和法规之间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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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通信兵是部队

作战时信息保障的坚实力量。他们英勇

果敢、不怕牺牲，用生命保家卫国，用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指挥所和前沿阵地

之间传递信息，延吉市96岁的郎生续就

曾是这样的一名通信兵。

近日，记者一行来到延吉市采访老兵

郎生续，听他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我

18岁就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

士……”据郎生续回忆，入伍后，他辗转多

地参加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地通讯经

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地通信兵。后

来，郎生续跟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成为了一名志愿军战士。

“有一次，敌军的战机一直在空中

盘旋，炮弹在我们身边接连爆炸，好几

名战友都身负重伤，电话线也被敌人

炸断了，前沿阵地和指挥部彻底失去

了联系。我们派了两个战士前去修

复，结果不仅线路没通，这两名战士也

没能回来。”虽已时隔多年，但提到自

己牺牲的战友，郎生续依旧是满脸悲

痛。当时已是排长的郎生续决定亲自

去续接电话线。他召集了其他战士，

含着泪对大家说：“两位战友可能回不

来了，但指挥部和前方不能断了联系，

我带班长去修复线路，如果我们也回不

来，你们再顶上来，要在最短时间内让

线路畅通！”说完，郎生续就走向了战

场。

到达战场后，郎生续发现敌人的炮

火太过猛烈，电话线路多处断裂，郎生

续在炮火中四处穿梭躲避，虽多处负

伤，仍然坚持一段段地修复电话线，眼

见还有一截电话线没有接通，却发现身

上的电话线都已用光。郎生续深知战

场上每耽搁一分钟，就可能影响一场战

斗的胜负，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匍匐

倒地，咬紧牙关，一手拉住一个线头，

让电流通过他已经受伤的身体，接通了

线路。

讲到此处，现场一片沉默，所有人既

被郎生续的英勇顽强所震撼，也被志愿

军战士的爱国情怀所感动。

“当时我的意识已经有点模糊了，

但是心里知道不能撒手，得保持线路畅

通。后来战友们看我迟迟未归，就出来

找我，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在这坚持半个

小时了。”当时，郎生续被战友救起来时

的第一反应，就是询问线路接通了没

有，得知线路已经通了，作战命令及时

传达到前沿阵地，郎生续悬着的心才放

下来。

据郎生续的战友们回忆，因长时间

匍匐拉着电话线，身体过电导致全身酥

麻，双臂都回不过弯儿。最终，这场战斗

取得了胜利，郎生续也因此被师部通报

表扬，这段故事也成了他一生最光荣的

记忆。

1955 年，退役后的郎生续回到了家

乡，他回归田园，带领村民投入到农业生

产中。

采访结束后，看着围在他身边的少

先队员们，郎生续的眼里满是慈祥，语重

心长地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期望：“你们

是祖国的未来，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保

卫祖国的本领。”

老兵郎生续：舍生忘死保通信
本报记者 刘帅

有这样一家人，他们用勤奋、真诚演

绎着新时代家庭新风尚，他们用真情、挚

爱描绘出一幅“和谐家庭”的美好画面。

这个家庭，就是2023年获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的贾静家庭。

贾静是一名人民教师，现工作在伊

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1994年参加工

作，1996年步入婚姻殿堂。贾静和爱人

是高中同学，婚后俩人面临着多重考验，

没有房子，工资收入不高，生活有些许困

难。面对这些，乐观的贾静认为“都不是

事”，只要两个人共同努力，一定会创造

幸福生活。于是，为了节省开支，夫妻俩

决定租个单间居住，简简单单过起了小

日子。

可现实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

好，面对家徒四壁的小家，爱人显得有

些消沉。贾静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

是，她把爱人在大学时获得的荣誉证书

全部拿了出来，一边翻看一边劝解，“你

看，这些都是花钱也买不来的财富，我

为你骄傲，我也坚信只要咱们共同努

力，生活会越来越好。”爱人明白了她的

良苦用心，克服了消极情绪，振作起

来。每晚，俩人都会围坐在火炉边一起

学习，共同进步。

苦尽甘来终有时，一路向阳待花

期。踏实的工作态度和独具特色的教

学风格使贾静成为了学校的中坚力

量。疫情期间，学校采取居家网课模

式，她丝毫没有懈怠，悉心钻研教法和

教材，在承担起整个高二学年教学的同

时，还为四平地区高三学生录制地理微

专题100例视频并在省内推广。教学数

年，贾静获得“省级教学竞赛一等奖”

“国家级研究课题”“吉林省最美家庭”

等多项荣誉。爱人也不甘人后，多篇文

章在国家重点期刊发表，2006年经考试

晋升为高级会计师。疫情期间，作为领

导干部，他主动请缨上岗，披星戴月，风

雨无阻。

成家以来，贾静一直以孝为本，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好品质。1998

年初，婆婆被确诊为乳腺癌。夫妻俩面

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保守治疗，但治愈的

可能性非常低；二是手术治疗，但所需资

金却是这个家庭难以承担的。善解人意

的婆婆坚持选择第一个方案，因为她不

想拖累两个孩子。贾静紧紧地抱住婆

婆，说出了让全家人既感动又温暖的话，

“手术必须做，钱没了可以继续挣，我只

要一家人完完整整，开心健康。”为了全

心全意照顾婆婆，贾静把年仅一岁的儿

子送到了父母身边。日复一日，在一家

人的努力下，婆婆的身体越来越好。

“说起儿子，我还是心怀愧疚的，因

为我并没有给他过多的陪伴。”贾静说，

因为工作原因，儿子小时候几乎都住在

姥姥家。但贾静夫妻教育观也高度一

致：喜爱但不溺爱，尊重但不放纵。为了

培养孩子博学善思的好习惯，夫妻俩以

身作则，与书为伴，让浓郁的书香气息弥

漫着整个家庭。

“良人相伴、父母安康、孩子懂事，这

便是最大的幸福。”贾静知足地说。

携 手 并 进 创 造 幸 福
——记“全国最美家庭”贾静家庭

本报记者 王超

本报讯（记者景洋）为加快建设我

省科技人才和农村科技创业人才队伍，

省科技厅持续开展“三区”人才支持计

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今年，共选派

124名科技特派员为“三区”县市提供科

技培训、科技成果推介、远程指导等科

技服务。

“三区”是指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

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为充分发挥科技人

员在支持“三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省科技厅结合大安、镇赉、通榆、靖

宇、汪清、和龙、龙井、安图的实际需求，

从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学、吉林科技学

院、延边大学等 18家高校院所、科研单

位中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指导服

务。同时，加强对本土科技人员的培训

工作，切实提高基层科技服务水平和科

技创新创业能力。

据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我

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

划实施以来，累计投入资金2554万元，选

派了1211名相关专业科技人才到“三区”

县市开展科技指导服务。截至目前，共

服务 541 个乡镇 、1121 个村庄 ，带动

16619户农户，引进1031个新品种，推广

581 项新技术，为受援地引进 125 个项

目，举办 856期培训班，培训农民 4.5万

余人。

我省124名科技特派员赴“三区”开展科技服务

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项目
位于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
区，总投资13.1亿元，占地面积
10.74 万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21.91 万平方米，计划 2023 年
底建成交付使用。图为项目施
工现场。

李晗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