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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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曲镜浔）第十四届中国-东

北亚博览会吉林馆设置于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7号馆，总面积1.2万平方米，设置16个区

块，每个区块360平方米,共计640个国际标

准展位。截至目前，已有200余家参展商报

名参展，围绕各地名优产品和重点企业进行

展览展示。

吉林馆按展示内容划分为吉林省省情、

文化旅游和市（州）发展建设成就三部分。

其中，吉林省省情区块由省商务厅负责组织

实施；文化旅游两个区块，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旅厅负责组织实施；市（州）发展建设成就

部分13个区块，分别由9个市（州）、长白山

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

范区管委会、梅河口市具体负责。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吉林省

省情区块将全面展现新时代我省十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成效，推进“六新产业”发展和

“四新设施”建设成果；突出展示吉林省优

势产业、优质资源和特色产品；集中展示各

地区经济建设成就、投资环境、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重点企业、重点产业及新兴产业。

展台造型“张开双臂”意味着包容和迎接，

与氛围冰屏相互配合，使整个外观设计达

到立体和谐的效果。该设计紧扣展区主

题，营造出一个既能体现我省新发展理念，

又能与世界接轨的氛围。展台内综合运用

灯箱画面、文字、视频、实物等方式，全景展

示十年来全省开放发展成就和合作商机。

天空、地面、墙体相呼应，利用空间关系增

强互动性、体验性，打造一个“吉”味十足的

特色展区。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招展工

作已经完成，各地区已确定形象展示设计方

案，并按照组委会的时间节点开展报馆工作，

吉林馆整体筹备工作正有序开展。

打造“吉”味十足的特色展区

近日，长春北湖湿地
公园花海百花齐放。五
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艳，
美不胜收，引得游客们来
此地赏花游园 、拍照打
卡。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本报8月14日讯（记者王伟）今天，由省畜牧局主办，省

农科院、省肉牛办、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长白山保

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吉林省第一届肉牛种业创新论

坛在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举办。来自省内外科研院所、企业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欢聚一堂，共商我省肉牛种业创新

发展大计。

本届论坛以“种业创新、协同攻关、融合发展”为主题，旨

在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决策部署，加快我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发展，提升全

省肉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水平，促进全省肉牛产业发展上

规模上水平。

自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以来，我省肉

牛产业科技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成立“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

牛建设工程专家委员会，为全省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同时成立了吉林省肉牛种业创新中心专家委员会，

开展肉牛育种及养殖技术相关研究。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

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科研院校，建有肉牛遗传育种重点

实验室等20多个省部级研发平台，承担国家肉牛体系“五岗

两站”科研任务，研发水平处于国内第一方阵。

报告会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曹兵海，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高会江围绕肉牛产业升级、种质创新和选育体系建设

等主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分享；省农科院研究员赵玉

民、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郭爱珍、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孙英、北京联育肉牛育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

聪勇，针对肉牛品种选育、良种扩繁、疫病防控、市场需求、品

牌建设等问题作了专项报告。

吉林省第一届肉牛种业创新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孟凡明）清淤消杀、排查隐患、修复重建……

接到榆树市委、市政府通知后，榆树市人武部带领200名基干

民兵赴延和乡执行清淤、消杀等任务，帮助村民迅速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修复家园。

洪水退去后道路积起一层厚厚的淤泥，救援突击队员身

戴袖标，手握铁锹将淤泥铲走。每家农户派遣3人组成小队

高效协作，用铁锹、拖布等清理居民户内淤泥，再用清水冲刷

房间，清洁每一个角落，确保环境卫生安全。

“居民家里满是淤泥，村民的家具、食品、农田都有不同程

度的损坏，到达这里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指令布置任

务。”救援突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任务紧急，但他们会全

力以赴，3人小组1小时左右就能清理完淤泥，帮助居民恢复

家园，保障乡村基础设施恢复正常使用。

在延和乡朝鲜族学校内，15名救援人员也在当天上午开

始清理学校内的淤泥。在延和乡沿街行走，能看到不少突击

队队员正忙着帮居民清洗家具、冲刷可用物资。队员们将农

户房屋的门窗打开保持通风，减少有害气体和污染物的积聚，

并将清理出的淤泥与废弃物分类，以便进行有效的处置。

榆树 200 名基干民兵上阵清淤
帮助村民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通过参加‘看见长春’活动，让我

对家乡长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竟有那

么多好看好玩的地方！‘看见长春’推出

的每一期活动都特别有意思。”近日，在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来自

解放教育集团艳春小学的学生赵芸合

告诉记者，参加“看见长春”工程系列活

动，让她因自己是长春人而骄傲自豪。

7月 17日，由共青团长春市委、

长春市少工委联合长春市委宣传部

等多部门组织开展的“看见长春”工

程系列活动，在暑期又一次与学生们

“见面”。当天，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

的20名小学生与长春市各小学校推

荐的20名“城市推荐官”一起，走进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和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共同

打卡、挖掘、传播长春“城市名片”和

家乡文化印记的同时，也埋下了将来

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种子。

“探寻长春名片”“走访城市印记”

“我和我的城市”“冰雪奇缘看长春”

“少年赞长春”……去年7月，为充分挖

掘长春人文和自然资源，打造具有长

春特色的品牌活动，共青团长春市委、

长春市少工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看

见长春”工程，并确立了以上五大横向

衔接、纵向贯通的主题实践体验板块，

目的是让青少年融入家乡、感受家乡、

热爱家乡、推介家乡。当时，活动引来

全市100余万名青少年热情参与。

自活动启动以来，共青团长春市

委、长春市少工委共组织全市青少年

开展实践探寻活动157场、少年赞家

乡实践展演活动125场、聚焦社区公

益服务31场，收到展示长春青少年精

神风貌的主题绘画、摄影、书写作品

20万余份，参与青少年众多，活动反响热烈。

好的创意需要好的落地平台，好的工程需要好的实践载体。

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世界雕塑园等系列可挖掘的地

域文化场所打造成为少先队校外实践阵地；在社区设立志愿

服务岗位，组建“志愿服务队”，利用周末、寒暑假开展公益活

动……在“看见长春”工程实施过程中，共青团长春市委立足

新时代青少年的活动需求和特点，以城市集聚地域特色的各

大商圈及场馆为依托，结合艺术、音乐、美食、科技、公益等多

维度、多领域的内容形式，打造了一个又一个享誉春城的少先

队社会化实践场。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如今，“看见长春”工

程开展的系列活动，正随着成果的显著反馈，为长春铸造出一

枚闪闪发光的荣耀勋章，助力红旗下的青少年成长为堪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看见长春”，看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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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这是我们旅行的第一站，特

别想看看吉林还能带给我们多大的惊喜。”

惊喜？是的！

花海烂漫、飞鸟翩翩，天高云淡、水动鱼

欢……一湖碧水，一座“金山”。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查干湖，殷

殷嘱托言犹在耳——“绿水青山、冰天雪地

都是金山银山”“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

牌’”“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要坚持走下去”……

千钧嘱托奏响了查干湖生态发展动人

的旋律，让天空更湛蓝、山川更苍翠、水域更

明净、生态环境更加美好，成为吉林人民心

心念念、百折不挠的信念。

“我们要将这厚重的‘家底’守护好、发

展好，使之更好地造福吉林人民，为全面振

兴和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蔡宝峰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扎实推进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着力

构建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切实维护生态环

境安全，全面进入了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崭新阶段。”

五年来，全省生态环境优势持续巩固，

绿色底色更加厚重，美丽气质愈加彰显，逐

步打造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两座“金山

银山”、“长白山、查干湖”两块“金字招牌”、

“东有虎豹、西有白鹤”两个“生态地标”。截

至2022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由

83.3%提升至93.4%；优良水体比例由71.7%

提升至81.7%。

天地交相辉映，绿意融汇山水。短短五

年，湛蓝的天空、荡漾的碧波、黑油油的万顷

良田，是吉林人民可触可及的生态“福利”，

更是吉林振兴发展的绿色底气。

增添生态安全底气：功能完善、系
统良好、结构稳定

先看一组过去五年的生态数据：

“绿美吉林”行动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817.4万亩，森林抚育1830万亩；

近1200公里的河岸焕发新生，草原生

态修复 163万亩，保护与恢复重要湿地 30

万亩；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27%，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72.15%，湿地保护率45.22％，均

较五年前稳步提升。全省生态质量指数

（EQI）达到67.32，比全国高出7.72……

生态安全乃安身立命之本和永续发展

之源。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我省五年来高

标准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美丽中国

吉林样板、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了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必须树立大局观、全局

观，算清长远账、整体账。”省生态环境厅自

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王宏媛介绍说，我省忠

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

草沙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统筹考虑、综合

施策。重大生态工程在稳步推进的同时，生

态安全的监管也在不断强化升级。

截至目前，全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5.36

万平方公里，以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

间。持续深入开展“绿盾”行动，违法违规问

题整改率达到98.9%。

与此同时，我省全面深入推进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法

治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省人大常委会制

定修订《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吉林省

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多部环境资源保护

法规，及时启动《吉林松花江流域水环境保

护条例》立法工作，进一步加强立法和监督

工作，为加快生态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林网成格、草地成片、湿地镶嵌刷新绿

色颜值，吉林正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为全

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蕴：绿色引领、
项目支撑、协同增效

行驶在我省西部平原，旷野间可见不计

其数的风车矗立，叶片缓缓转动。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西部得天

独厚的风电资源，不仅实现了生态与经济发

展的有机融合，更为我省化工、汽车、农业等

支柱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助力。

走进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园，风车

叶片等零部件整齐地摆放在道路两侧，车间

里机器轰鸣，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

“作为我省首个光伏制造基地，该生产

线设计产能2吉瓦，目前全线满产。”在松原

市新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学介

绍说，“这条生产线实现了产能最大、生产节

拍最快、自动化程度最高，月产能实现150

兆瓦以上，预计全年产值达25亿元。”

无独有偶。在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

氨一体化示范项目施工现场，运输车辆穿

梭忙碌,大型塔吊巨臂挥舞……大安吉电

绿氢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赵楠介绍

说：“按照‘绿氢消纳绿电、绿氨消纳绿氢、

源网荷储一体化’全产业链设计，该项目

建成之后的绿氢制备规模或将创目前国

内之最。”

五年来，全省风光发电总装机规模翻了

一番，由778万千瓦增至1587万千瓦，抽水

蓄能由30万千瓦增至170万千瓦。

以项目建设为牵引，构建高质量发展底

气，白山松水间绿色低碳的转型进程如行云

流水——

长春市奏响新能源的华美乐章，奥迪一

汽新能源、一汽弗迪动力电池等项目蓬勃兴

起；吉林市传承创新绿色转型的序曲奏响，

吉化乙烯、吉林化纤碳纤维等项目一一建

成，产业焕发勃勃生机；松原市、白城市、延

边州不负机遇，积极追逐绿色能源的星光，

风光资源、水资源成为未来的明星，能源产

业正在蓬勃生长……

在这片热土上，“绿色、项目、协同”正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三重奏，加快推动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全力打造“两山”转化的创

新路径。

她们是一群正值花季的青春美少女；她

们是篮球场上英姿飒爽的运动员；她们创造

了吉林省篮球赛事上一个新的历史；她们就

是2022—2023中国初中篮球联赛的全国总

冠军——长春市第一〇八学校女子篮球队的

队员们。

8月14日下午，记者走进长春市第一〇

八学校，长长的红毯、七彩的花篮、五彩气球

悬挂着祝贺的条幅，校园内处处洋溢着喜悦

的气氛。就在两天前，2022—2023中国初中

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广东佛山落下帷幕，代表

吉林省参赛的长春市第一〇八学校，作为本

次赛事中最大的“黑马”一路过关斩将，最终

以76∶71的成绩绝杀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

学，夺得全国总冠军！同时，这也是我省在该

项赛事上取得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面对得之不易的胜利，教练员周立国十

分激动：“一路走来其实挺难的，不论是省级

基层赛、全国分区赛，还是全国总决赛，我们

遇到的对手都是劲敌，在北赛区的时候，我们

以十几分之差输给上届总冠军石家庄五中，

但孩子们并没有气馁，放下包袱，始终稳扎稳

打、不放弃，体现了良好的体育作风和拼搏精

神，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为这些孩子们感到

骄傲！”

谁能想到，这些在赛场上身手矫健、如

“风一般的女子”平均年龄还不到14岁。站

在身高190cm的李懿瑾身旁，记者明显感到

了“压力”，作为队长，她不仅在赛场上可以

做到运筹帷幄，谈吐间也有着大将风度。“我

是队里的中锋，从二年级开始接触篮球，就

有了一个冠军梦，我们日复一日地刻苦训

练，为的就是有一天能站在全国总决赛的赛

场上，登上冠军的领奖台。所以，每场比赛

我们都当作决赛打，咬牙拼，也正是这股劲

儿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对于这些正处在

求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学习和篮球同样重

要。“篮球是我们的爱好，但学习才是我们的

根本。训练虽然辛苦，但也锻炼了我们顽强

拼搏、永不放弃的品质，这种品质对于我们

的学习也是一种促进。”打完这场比赛，李懿

瑾也将告别母校，升入高中。她说，感谢母

校，感谢教练和队友，让她拥有了一个最美

好的毕业纪念。

如果不是见识了姚文萱赛场上的“狠劲

儿”，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皮肤白皙

的小女生还在这次赛事中获得了MVP（最有

价值球员）称号。在教练的记忆中，她是从

小睡觉都要抱着篮球睡的小女孩儿；在队友

的眼中，她是队里最厉害的前锋、球技最好

的那一个，如果没有她在四强赛中最后10

秒钟的2分绝杀，也就没有整个球队的夺冠

时刻。这次比赛中，姚文萱膝盖和跟腱都有

伤，但她还是坚持到了最后。说到获得的荣

誉，她说，成绩来自于团队每一个人的付出

和努力。“我们取得今天的成绩源于教练对

我们的悉心指导、鼓励和信任，源于队友之

间的团结和配合，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融

入到了这个集体里，互相鼓励，共同拼搏，永

不言弃！”

厚积才能薄发。尽管第一次问鼎全国冠

军，但这支成立不到3年的队伍早就在吉林省

初中女子篮球圈里名声赫赫，战果累累——

2021年荣获吉林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

（女子丙组）冠军；2021年荣获吉林省中学生

篮球锦标赛（初中女子组）冠军;

2021年荣获2021—2022中国初中篮球

联赛（吉林赛区）女子组冠军；2022荣获吉林

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初中女子组）冠军；

2022年荣获2022-2023中国初中篮球联赛

（吉林赛区）女子组冠军……

一个个冠军来之不易，在每次夺冠的路

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孩子们心中有

热爱，日常肯苦练，赛场不服输，就能战胜一

切对手。

胜利的取得，当然更离不开学校这片沃

土给予的营养。多年来，长春市第一〇八学

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育人方向，积极履行国

家“双减”政策要求，追求“高质量、低负担”教

学效果，让学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参加体

能锻炼，发展兴趣特长。学校深入推进以赛

促教，推动单个项目的联赛培训，让学生把学

习到的体育技能应用到比赛实践当中。作为

国家级体育传统特色校，第一〇八学校科学

谋划篮球人才培养计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多渠道选拔优秀队员，保障训练环境，拓宽球

员发展出口。除此以外，学校还开设了击剑、

攀岩、花式跳绳、独轮车等体育运动社团，大

力发展校园冰雪运动及冰雪竞技项目的培

训。“让每个学生都掌握至少一种体育项目技

能，是我们培养五育并举新时代好少年的重

要任务。”学校校长贺同君说。

谈到带队三年来，队员们给他最大的感

受，周立国说：“她们年纪这么小，但对篮球的

这份热爱和坚持让我感动，不管训练多苦多

累，没有一个人掉队，流着泪，咬着牙也一定

会坚持，这股子韧劲就是她们取得今天成绩

的关键。冠军只能说明过去，未来我们会继

续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力争为家乡培养

更多体育人才。”

站在人群中，李懿瑾和姚文萱的身高分

外显眼，她们的身上统一穿着这次赛事的T

恤，衣服背后印着一句英文——“anything

is possible！”是啊，只要心中有梦想，带着

热爱和坚持，一切皆有可能，未来一定可期！

心中有梦想 脚下有方向
——写在长春市第一〇八学校女子篮球队夺冠之后

本报记者 李开宇 李文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