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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

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办法》，自2023年9月10日起施行。

《办法》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围绕军

队人员家庭婚、孕、产、育、教等现实需求，坚持体

系设计、突出技术服务、注重支持扶助，规范和加

强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服务保障，构建全生育链条

技术服务支持体系，保障实行计划生育军队人员

合法权益，促进军队人员家庭幸福。

《办法》共33条，对生育调节、生育奖励扶助、生

育服务等作出规范，提倡军队人员适龄婚育、优生优

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新增育儿假、独生子

女父母护理假等假期，完善保育教育、托幼服务等配

套措施；健全咨询指导、保健服务、技术服务等举措。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中 央 军 委 关 于 给 费 俊 龙 颁 发“ 二 级 航 天 功 勋 奖 章 ”
授予邓清明、张陆“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第三版）

近年来，我省着力推动体育“+旅游”“+文

化”“+教育”“+平台”等跨界融合，释放市场活

力，打造更为多元的体育生活化、社交化、消

费化新场景，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我省新

注册体育产业活动单位增长速度为25.73%，

产业规模年均增长接近20%。特别是冰雪体

育产业，规模增长速度更加突出，年均增速接

近30%，冰雪体育运动及其直接带动消费的总

规模接近200亿元，体育产业越来越成为我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赛事”拉动消费新引擎

7月21日晚，辽源市东山公园篮球场人

声鼎沸，一场万众瞩目的“悦动辽源 消夏运

动节”篮球大赛激情开赛。场内观众的欢呼

声此起彼伏，场外商户的吆喝声不绝于耳，我

省一直致力于打造的以赛事促消费场景，在

这里有了实景。

“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百余场篮球赛，

每场的观众都在万人以上。打响赛事品牌的

同时，也进一步拉动了地区消费，给商贸企业

带来了近3000万元的利润收入。”辽源市文

旅局副局长张振宇说。

在四平，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已经持续举

办27届，是全省唯一持续举办自行车赛的城

市。曾连续22年举办全国百城自行车赛四

平赛区决赛，连续7届蝉联绕标项目和接力

项目的全国冠军，多次被评为全国最佳赛区。

“此项赛事被列入吉林省‘一市一品’体

育精品赛事项目，在北方地区具有一定影响

力。多年来，吸引众多省内外自行车骑行爱

好者参赛。赛事不仅擦亮我市自行车运动的

城市名片，更拉动了旅游消费，以竞赛为杠

杆，撬动我市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四平市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局）群众体育科

科长王凤鸣说。

记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实施意见，省体

育局以户外运动产业和冰雪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充分挖掘我省绿水青山和冰天

雪地体育资源，不断提升省内自主品牌体育

赛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连续多年在全省范

围内打造“一市一品”体育精品赛事，有效推

动体育表演、体育赛事产业发展，为促进地方

体育消费作出贡献。

据介绍，我省打造的“一市一品”项目全

年吸引近20万人参与其中。赛事经济渐成

拉动我省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未来，我省在

体育产业方面将着力打造老百姓身边的体育

消费场景，满足老百姓日益高涨的体育健身

和消费需求。举办滑雪、亚泰足球、东北虎篮

球等项目的国际级、国家级、省级锦标赛、职

业联赛。因地制宜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一

市一品’体育赛事和活动。同时，建设各类体

育公园、多功能运动场等体育场馆。在场馆

内、赛场周边广泛设置竞技项目群众体验点，

体育彩票销售站、餐饮服务和体育用品销售

店等消费场景，努力把体育消费活动融入到

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变成老百姓生活的

一部分。”省体育局产业处处长姚涛说。

“+冰雪”体育旅游产业风生水起

近年来，以体育精品系列和示范单位为

抓手，我省不断引导体育与旅游等产业融合

发展，全省获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国

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中国体育旅游精品线

路”等48项次，推动体育产业体系更加完善，

体育产业经营主体更加丰富，体育消费模式

不断创新，体育市场活力更加旺盛。

在长白山势佳体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乔浩的电脑桌面上，“天池云路”登山赛、

环长白山森林自行车赛、长白山冰雪马拉松

赛等活动总结被摆放在醒目位置，“我们企业

的主体业务就是通过打造体育赛事品牌，推

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服务长白山

旅游产业发展。”

冰雪是我省体育的核心竞争力。省体育

局产业中心主任李刚介绍，“下一步，我们将

加大投入引导资金把‘一市一品’工程做精做

大，扩展到‘一县一品’。做大做强吉林国际

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的影响力，2023-2024

赛季将通过全新赛制的探索、迭代升级的玩

法、全媒体渠道宣传吸引南方更多省份雪友

享受吉林粉雪带来的乐趣。”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积极巩固和扩

大“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围绕大力发

展和普及冰雪运动，定位于推动构建冰雪经

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世界级滑雪运动

休闲目的地、世界级滑雪旅游观光目的地、国

际冰雪产业合作交流中心。

冰雪装备研发制造硕果累累，北京冬奥

会周期内，我省研制成功的首款国产红旗雪

车交付使用，一汽集团无偿支持的解放J7牵

引车头完工交付，辽源市汽车改装公司研制

的滑雪板打蜡车交付使用；辽源袜业向冰雪

项目国家队捐赠3600余双自发热滑雪袜；百

凝盾冰刀助力我国运动员滑出“中国速度”。

冰雪场馆设施实力雄厚，“一湖三万”领

军的滑雪场包揽全国滑雪里程前三名，超过

排行第四至十五名雪场里程数总和。省内标

准滑冰馆实现全覆盖，其中吉林省速滑馆设

备先进，达到接待国际A类赛事标准，曾多次

承办世界杯、亚冬会滑冰赛事。省内11家滑

雪场、7家滑冰馆荣获“冬季奥运项目训练基

地”称号。

坚持筑牢冰雪运动安全防线，探索构建

“标准、课程、教材、人才、培训、组织、职业”七

位一体的滑雪巡救体系，填补我国在雪上救

援领域的空白，为滑雪运动参与者提供更加

专业的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我省持续推进体育产业园区的

建设。长春莲花山冰雪创意产业园、长春东北

亚冰雪装备产业园等产业园区将成为我省冰

雪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形成全产业链、全生

命周期的冰雪装备制造体系。（下转第三版）

“ 体 育 + ”驶 向 新 赛 道
——我省体育产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雅静

“我3点多就到了，已经卖了4头牛，平均

一头牛卖到2.3万元。”来自长春市绿园区西

新镇裴家村村民唐宝告诉记者，“我养了100

多头牛，村里有一半以上人家都养牛！”

“去年，我在这个市场采购了1万多头

牛。”来自安徽省的客商蒋传宏说。

近日凌晨5点，记者来到位于绿园区的

皓月牛羊交易市场，此时已是人声鼎沸。“市

场内大约有1.8万头牛。”市场牛源交易部部

长程相文介绍说，整个市场面积约20万平方

米，每逢周二、周五、周日是“牛集”，是交易最

火爆的日子。

牛市的火爆是长春畜牧业稳健发展的一

个缩影，成为全市畜牧业顺应产业发展趋势

强链、补链、延链，不断增强产业实力的有力

证明。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长春市肉牛发展到

120万头，同比增长32.3%；生猪发展到760万

头，羊发展到93万只，禽发展到1.9亿只；肉

类产量达到58万吨，禽蛋产量达到14.5万

吨，奶类产量达到4.6万吨，畜牧业产值达到

265亿元。

做强主链固根本——
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走进长春皓月集团沃金黑牛养殖示范基

地，阵阵音乐声萦绕耳旁，基地养殖经理谭吉

哲介绍说：“牛棚有1.5万平方米，800头处于

育肥期的黑牛每天都会听音乐，这里的每头

牛都有编号，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一项项

饲养数据汇集起来，形成了一整套养殖体系，

随之增加的是产业价值，提升的是市场份

额。以沃金黑牛为例：一头牛重750公斤到

850公斤，平均出肉450公斤，按品质分5个

级别出售，加上深加工后的牛皮、牛骨等产

值，综合计算下来，一头沃金黑牛平均可卖

15万元。

近年来，长春大力推进养殖园区、特色小

镇、强镇大村和养殖大户建设，引导基础养殖

环节集聚发展，养殖主体数量和结构得到进

一步发展优化，全市肉牛发展数占全省比重

22%左右，位居全省首位。全市种群改良代次

和生产性能全国领先，肉牛良种覆盖率达到

98%以上。

同时，以5个生猪调出大县为基础，保

障生猪供应能力，夯实稳产保供基础，重点

抓好长春傲新育肥猪场等3个项目，计划总

投资 1.2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0.84亿元。

肉鸡产业作为全国主要生产基地，占据全省

的半壁江山，以榆树、农安、德惠、九台4个

县（市）区为主，推动形成优势产区和规模经

济，重点抓好德惠市肉鸡三产融合示范园和

德翔集团1亿只肉鸡屠宰及2万吨鸡肉食品

深加工等 13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24.55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6.98亿元。梅花鹿产业

以双阳区为核心区，主推规模化发展、规范

化经营、标准化生产、高科技开发的发展模

式，提升梅花鹿产业经济附加值，重点抓好

双阳区鹿业现代农业产业园等17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17.3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92

亿元。

多措延链增效益——
禽粪秸秆变废为宝

在德惠市吉林德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万吨生物有机肥厂，以鸡粪与秸秆为主的

基料已经准备完毕。据工人介绍，需要经历

一个20天左右的发酵阶段，然后进行制肥、

包装、销售。

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及秸秆饲料化

利用，改善生态环境。长春市定期开展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推进畜禽

粪肥沃土还田行动，大力推广秸秆粪污堆沤

发酵快速腐熟还田等实用技术模式。坚持政

策扶持和市场推动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全市

秸秆饲料开发利用整体水平。

上半年，长春市畜牧业管理局组织各地

持续加大粪污综合利用工作推进力度，在确

保试点乡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养殖污染

防治形成管理闭环的基础上，全域统筹推进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截至6月，全市

专业化畜禽粪污处理机构年粪污处理能力达

到511万吨，村屯粪污收集点数量达1886个，

总容积达到106万立方米。 （下转第三版）

“ 链 ” 上 求 突 破
——长春市大力推进畜牧业稳健发展走笔

本报记者 孙红丽

近年来，永吉县依托“企
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从种植到收获全部采
用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不断拉
长鲜食玉米生产的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造“金色产业”，助
力农民增收致富。图为岔路河
镇马家村的种植户在采收玉
米。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本报9月7日讯（记者李开宇）
在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代表重要回信两周年之

际，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前夕，今

天上午，吉林大学开展了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

精神纪念活动。

2017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发出向黄大年同志学习的号召；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

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

勉励他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精

神，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吉林

大学此次纪念活动，目的是在吉大

校园里再次掀起践行总书记重要

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承和弘扬黄

大年精神新的热潮，引领吉大师生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把学有方向、

做有楷模、赶有标杆的热情和动力

转化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智慧

和力量。

活动中，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

由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制作的纪录

片《遵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沿着黄

大年的足迹前行》，并对《浪花的足

迹——吉林大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指示五年工作综述》《精神的

回响——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

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五周年纪

念文集》两本新书进行发布。相关

人员介绍了学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建设情况以及两本新书的内容及起

草过程，并对学习践行黄大年精神

分享了心得体会。作为黄大年教授

的学生，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

技术学院教授宋超始终难忘老师的

关爱和教诲，海外求学6年后，追寻

黄大年的脚步，回到母校任教。“作

为黄老师的学生，更是吉林大学一

名青年教师，我要传承好黄老师的

精神，恪尽职守，勇于探索，敢为人

先，教书育人，不辱使命。”

6年来，作为黄大年精神的发

源地，吉林大学始终走在传承、弘扬

黄大年精神的前列，积极创新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

回信精神的方式和载体，将黄大年精神学习教育融入兴校办

学、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截至目前，吉林大学已有4个教师

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名列全国高校前茅。

“在黄大年精神的激励和引领下，学校多年来人才辈出、

成果不断，全校教师以黄大年教师团队为榜样，践行‘四有好

老师’，争当‘四个引路人’，争做新时代‘大先生’，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未来，我们将牢牢把握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持续发

挥黄大年精神发源地的优势，矢志当好弘扬黄大年精神、讲好

黄大年故事、传承黄大年事业的排头兵，为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彰显吉大力量。”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喜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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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铭）建设人民满意城市，通化市“民生”跟

着“民声”走，立足百姓关切，聚焦市民期待，精致打造高品质

暖心之城、幸福之城，一个个民心工程、民生项目让“幸福”二

字看得见、摸得着，百姓生活空间更有“质感”。

“快来，帮我拍张照，我爱通化！”这阵子，位于通化市区的

光明广场成了新晋热门打卡地。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

场上尽是休闲游玩的市民，亮化小品“我爱通化”前，围聚着拍

照打卡的人群。

光明广场修建时间较早，是一处老旧公园广场。“太多

年了，过去确实有点破旧，路面也坑坑洼洼的，大伙儿都盼

着什么时候能翻翻新。”在广场附近住了16年的刘丽敏感

慨道。

“亮颜”提升，让老地标焕发新面貌，通化市住建局对光明

广场进行特色化翻新改造，补植2000余株花卉，铺设约3980

平方米的草坪，修建高杆灯、休闲长廊等配套设施。经过改

造，广场处处是新意，特别是新设置的“我爱通化”亮化小品，

深受市民喜爱。

“现在，广场周边路面平坦、里面精致整洁，每天晚上只

要不下雨，人们在广场上跳舞、休息纳凉……可热闹了。”刘

丽敏高兴地对记者说，这些小确幸不正是老百姓“家门口”

的幸福吗。

“微改造”为游客创造更舒适、更安全的游园环境。

日前，通化市玉皇山公园对玉龙路健康步道实施了升级

改造。通化市公园管理处处长解曼介绍说：“688米的休

闲步道铺设了防滑、耐磨的蓝色陶瓷颗粒，陡坡路段还设

置了仿木护栏、休息座椅等配套设施，美观大方、便民安

全。”

“山林间空气好、环境好，每天早晚我都来。新铺的步道

防滑、安全，别看这是老公园，一点不输新公园。”市民于伟为

公园贴心的设计点赞。 （下转第四版）

“民生”跟着“民声”走

通化市精致打造幸福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