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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提出提案建议，是

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重要方式；国家有关部

门积极办理、认真答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

具体的体现。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住吉全国政协委

员迟日大提出强化公益诉讼制度实施、落实

黑土地保护法的提案。“提交提案后，最高人

民检察院办公厅很重视，很快就给了答复，句

句真情，字字用心。”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

公厅的积极答复，迟日大表示，这是最好的

激励。

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确保黑土地不

减少、不退化，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迟日大建议，在强化黑土地保护公

益诉讼制度实施过程中，要注重总结各地检

察机关在保护黑土地公益诉讼中的经验，加

强检察技术的运用。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发来的提案答

复函中可以看到，针对提案中提出的建议，最

高人民检察院逐一进行针对性答复，并介绍

检察机关围绕黑土地保护开展的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最高人民检

察院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总结黑土

地公益诉讼保护经验，持续深化检察技术在

公益诉讼办案中线索发现、证据固定等方面

的支撑保障作用，运用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

助力黑土地保护常治长效。持续组织听证会

听取各方意见，提出综合性解决方案，不断提

升黑土地保护水平。

粮食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重要基础。经过长期的走访调研，迟日

大发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粮食需求不

断增长，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

为此，迟日大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进

《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的提案。他建议，加

快《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脚步，同时对《农业

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中有关粮食安全保

障的内容进行总结，注重相互间衔接协调，构

建粮食安全保障完整法律体系。

不久后，迟日大就收到了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对这份建议的回复：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粮食和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粮食

安全保障法（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司法部

先后两次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企业的意见，赴地方开展实地调研，召开专家

论证会，在此基础上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研究形成了《粮食安

全保障法（草案）》，2023年5月5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草案。6月26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初次审议

了草案，并于6月2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下一步，国

家有关部门将积极配合做好立法审议工作，

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早日出台，为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国家有关部门回复住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

保护好黑土地 守护好大粮仓
本报记者 王超

拼搏拼搏““十四冬十四冬””

2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速度滑冰青年组女子比赛在海

拉尔赛区展开激烈角逐，在率先开战

的青年组女子1000米的比赛中，我

省小将刘昀琪内道出发，以1分18秒

02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她又在女子

集体出发中斩获一枚银牌。

曾在今年1月份在韩国江原道

举行的冬青奥会速度滑冰赛中摘金

夺银的我省小将刘昀琪，在本届“十

四冬”青年组

女子速度滑

冰 1000 米决

赛场上又独

占鳌头，以绝对实力战胜各路好手为

我省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

一马当先的刘昀琪获得冠军并

非偶然，“这枚金牌对我来说意义非

凡，这是我首次参加全国冬运会，这

两枚奖牌是我用平日的刻苦训练和

积极备战换来的，在赛场上我的竞争

对手们也都相当优秀，能够获得这枚

金牌和银牌真是既开心又激动。”

今年还不满18周岁的刘昀琪目

前就读长春文理高中，在2015年开始

速度滑冰启蒙训练。2015年进入农

安德彪小学速滑队，2016进入长春市

体校，师从吴红教练。2021年，刘昀

琪进入吉林省体育局冰上运动管理中

心，跟随著名教练乔静开始专业训

练。赛后刘昀琪告诉记者：“‘十四冬’

是我的新起点，我会继续努力，今后为

国家、为吉林争得更多更大的荣誉。”

“勤奋是刘昀琪成功的秘诀，在平

日训练中，刘昀琪严格执行教练制定的

计划，在训练时长和训练强度上从不打

折扣。平时生活中，刘昀琪从不懈怠，

也从不过度娱乐、逛街。她坚决按照要

求，遵守作息制度，保持良好精神面貌

和最佳训练状态，在每次比赛的时候，

她都能把睡眠、体能、心态调整到最

佳。”赛后，刘昀琪的教练告诉记者。

勤 奋 是 成 功 的 秘 诀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

2月24日，“十四冬”单板滑雪青年组

男子大跳台比赛在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激

情开赛，我省小将葛春宇以179.20分获得

该项目的亚军。虽得亚军，但不得不说这

位年轻的小将具备夺金的实力。

比赛当日恰逢元宵佳节，吸引了众多

冰雪爱好者前来观赛。葛春宇在赛中首

跳失误摔倒分数偏低，但他及时调整状

态，顶住压力成功完成第二跳，拿到了

87.60分。最关键的第三跳，葛春宇完成

了转体1440度的难度动作平稳落地，获

得了91.60分，最终以总分179.20分拿下

了银牌。

“第一轮的失误确实给后续两轮带来

了很大挑战，我不能再失误，需要把剩下的

每一滑都做得完美才能有好的分数。当我

知道自己获得银牌后，内心还是很兴奋。”

谈及比赛中的紧张气氛，年仅17岁的葛春

宇表示：“我都是听一些劲爆的DJ歌曲，用

来缓解情绪和释放压力，这是属于竞技体

育的独特魅力。”

“我从10岁开始练习这项运动，这是

我首次参加全国冬运会，很开心能和国内

高水平运动员们同场竞技，他们中很多人

也是我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能够相互激

励。”赛后，葛春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在长白山训练的时候做过最大的难度

1880，并且完成得很出色，若今天比赛首跳

不出现失误的话，在第三跳的时候我会把

这个难度展现出来。”

赛后，获得银牌的葛春宇和教练员赵

俊博紧紧相拥。“葛春宇的发挥还算正常，

由于第一轮速度过快，葛春宇没能很好完

成动作，无论怎样，比赛都结束了，希望他

向着金牌梦想继续前行。在平时训练中

葛春宇是非常能吃苦的运动员，各种动作

和难度都会勇于挑战、勇于尝试。接下

来，我们将参加亚洲杯拿国际雪联积分，

为米兰冬奥

会做准备。”

赵俊博告诉

记者。

向 着 米 兰 冬 奥 会 进 发
本报特派记者 刘勃 张宽

本报 2 月 24 日讯

（记者王秋月）正月十五

闹元宵，冰天雪地乐淘

淘。今天晚上，长春冰

雪新天地再次开启一场绝美的冰雕盛宴。来自国内的32位

顶尖冰雕大师拿出了自己“精打细磨”的作品，为节日里前来

游玩的人们带来一场不同的“冰雪奇缘”。

18点30分，伴随着璀璨夺目的大型烟花秀表演，整个园

区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雪景、冰景与热闹的人群交织在一

起，形成了一幅热烈祥和的完美画面。

“这也太美了，作品的细节处理得非常灵动，让人不敢相信

这是冰雕作品。”专程前来游玩拍照的摄影师靖伟然表示，已经

连续两天来到景区，总有一种百看不厌、流连忘返之感。记者

在现场看到，园区内还有许多从南方来的游客在拍写真照片，

采访中大家都表示，长春冰雪新天地的美景让人不虚此行。

园区内有一莲花群组冰雕，一朵朵小莲花簇拥着中间的

一朵大莲花，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下，花瓣晶莹剔透、栩栩如生，

远远望去就像一组蓝色的莲花宝石。冰雕《春华秋实》更是吸

引了众多游客。长有两条长长须子的蚂蚱、懒洋洋的小猫、造

型美观的大南瓜、花篮造型的底座……整个作品看起来饱满

而富有层次感。这种以秋天景色为背景，又以东北秋收为题

材的冰雕，让游客们感受到了冰雕师的匠心。

跃水而出的海豚、抢人眼球的变形金刚、捧着珍珠的人鱼

公主……采访中，长春冰雪新天地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特意

聘请的冰雕大师们，日夜兼程地重新创作冰雕60余个，都是

互动性强，便于游客打卡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深受游客喜

爱的冰雕巨龙再次亮相，并在旁边增加了凤凰冰雕，龙凤呈祥

的美好寓意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拍照。

夜空中绽放的烟花、激情的千米雪漂流和冰滑梯、有趣的

互动猜灯谜，以及景区为游客精心准备的贴心小礼物，这些好

玩的、好看的，让游客体验到了独具特色的冰雪文化，留下关

于吉林冰雪的美好回忆。

长春冰雪新天地再次开启冰雕盛宴

本报讯（记者李婷 张添奥）龙年央视春

晚，吉林市歌舞团精彩亮相，连续27年登上央

视春晚舞台。从大年初五开始，吉林市歌舞团

演员再次集结投入元宵节晚会的排练工作，他

们派出60名演员承担开场舞、结尾舞、歌伴舞、

戏曲串烧4个重头节目，又一次挑大梁。

从精彩纷呈令人回味的春晚，到弘扬国

粹唱响经典的戏曲晚会，再到元宵节晚会，吉

林市歌舞团带着家乡人的期待一次次舞出风

采。

去年11月底，吉林市歌舞团90多人的庞

大演职人员团队率先进入“春晚时间”，选配

演员、试动作紧锣密鼓地进行。12月5日开

始，全国各地演出团队陆续进京，“市歌”正式

进入排练期。参演节目有增有减一直在变

化，舞蹈动作随时修改需要加班加点重新排

练，演员们从早到晚练习，有时练到后半夜，

平均每天练习时长近8个小时。66名舞蹈演

员用决心和毅力打赢了这场硬仗，将开场歌

舞《鼓舞龙腾》、戏曲节目《百花争艳》、歌曲

《健康到到令》、民族联唱等8个节目完美呈

现在电视观众面前。

近几年，央视戏曲晚会在全国各地举办和

录制，节目排练期与“春晚”重叠，舞台上少了吉

林市歌舞团的身影。今年的戏曲晚会落户四川

德阳，很多细心的江城戏迷在大年初二播出的

晚会上再次看到吉林市歌舞团的精彩表演。戏

曲舞蹈《梦回三星堆》融合三星堆文物元素，依

次展现了古蜀文化的“神鸟”、代表“三线建设”和

大国工匠精神的“铁鸟”、象征生态文明的“候

鸟”。演员的优美舞姿在三维动画、虚拟技术等

科技手段加持下，将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多彩的

民间文化深度融合，呈现出惊艳的视觉效果。

今年，吉林市歌舞团还将参加北京国际电

影节、五一晚会、国庆节晚会等大型节庆活动

演出，不断擦亮吉林市歌舞团的金字招牌，用

多姿的舞步展现新时代新江城的文化魅力。

吉 林 市 歌 舞 团 央 视 元 宵 晚 会 再 挑 大 梁

“山河无恙，百姓安康。”这是“医之大者”的责任与担当，

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吕国

悦始终不变的大医情怀。

2023年，吕国悦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次新的挑战，肩上承担着千万百姓

的重托，我必须全力以赴。”吕国悦说。

人民健康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

的重要标志。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吕国悦见证了新时代的

伟大变革和国家卫生健康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用自己的

双手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

“让吉林省的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做上肝移植手术。”这

是吕国悦步入工作岗位时树立的第一个奋斗目标。为此，他

奔赴国内外多地进修学习，在医学领域不断深耕，并取得突出

成绩。2013年，吕国悦带队自主完成吉林省真正意义上的首

例肝移植手术，打破我省不能独立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局面；

2017年，带队成功开展成人及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2020年，

带领129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在62个难忘的日日夜夜，创造

多项临床发明，为全国抗疫贡献了吉林智慧和力量……

在医学临床一线学习和工作了20多年，吕国悦有一个切

身体会：就近“看上病”“看好病”是群众的期盼，也是卫生健康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和扩容，医联体建设就是行之有效的利民举措。”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后，吕国悦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建议形式提出来。

2023年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吕国悦首次

履职就围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向大会提交了建议。吕国悦认

为，医联体不是医疗机构的简单组合，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人、财、物等资源的主动共享，实现不同级别、类别医疗机构的

优势互补。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吉大一院已经逐渐探索出一

种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模式，通过人才进修、临床带教、科室托

管、派驻专家出诊、科研合作等方式，助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提升。2016年以来，吉大一院国家医疗队和博导团队连续赴

贵州省遵义地区开展巡回医疗及对口帮扶工作，通过开展教

学查房、授课、手术示教、疑难病例讨论、义诊等工作，助力受

援医院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在吕国悦的推动下，吉大

一院还与我省40多个县市和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的120余

家医院开展了交流合作，牵头成立67个专科联盟。“现在，医

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不断提升，老百姓跑腿少了、

花销少了、受益多了，健康获得感日渐增强。”看到优质医疗

资源惠及更多百姓，吕国悦非常有成就感。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今年，吕国悦将聚焦

非急救转运服务供需矛盾不断加剧问题，建议通过立法和政

策等引导非急救转运服务良性发展，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切实

保障患者生命健康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吕国悦：

医者仁心奏响生命强音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张北林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郭悦）元宵佳节，长春博物馆人头攒动，

省杂技家协会在这里举办惠民演出，杂技、魔术、滑稽等精彩节目

轮番登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欢呼声交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场馆内气温偏低，魔术演员、省杂协秘书长王云身着短袖演出

服率先登场，一会给福字变色，一会凭空变出汤圆给观众发放，霎

时点燃节日气氛。接连上演的《水管舞》《悟空秀》《川剧变脸》等节

目，极具互动性。身着橘黄色大水管的舞者，时而将水管套到观众

身上，时而舒展卷曲来回摆动；舞台上，孙悟空扮演者挥舞着金箍

棒卖力表演，伴随着耳熟能详的背景音乐，台下不少孩子欢呼尖

叫，引发了大家的儿时共鸣。“顶花坛那个节目，真的让我捏了把

汗，那么大的花坛扔到空中再用身体接住，好厉害！”接连上演的杂

技《巧耍花坛》《太空漫步》让观众惊叹不已。

“今天是元宵节，我是带着父母和孩子一起来的，看到这么多精

彩的节目，我们都十分开心,真的不虚此行。”现场观众张女士说。

杂 技 魔 术 齐 登 场
热 闹 喜 乐 过 元 宵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裴雨虹）今天，吉林省图书馆举办

“辰龙贺岁 福满元宵”活动，用丰富多彩的内容陪伴读者度

过了一个欢乐的元宵节。

优美的旋律响起，吉林省交响乐团的演奏家用音乐送上

美好祝福。《新春乐》《祖国慈祥的母亲》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曲

目接连奏响，以热闹欢腾的旋律和富有感染力的节奏渲染喜

庆的节日气氛。

猜灯谜是深受群众喜爱的元宵节传统习俗。在猜灯谜

活动现场，316条妙趣横生、老少皆宜的字谜悬挂在空中的

彩色灯笼上，令人跃跃欲试。“‘没有恒心一无所成’，应该是

‘旦’！”小读者馨悦顺利猜出一题，兑换到了心仪的小礼物。

馨悦妈妈表示，这样的活动对孩子来说很有意义，“这些灯谜

既有传统文化知识，也有生活常识，种类特别多。在猜灯谜

的过程中，我和孩子一起动脑学习、巩固知识，而且还能参与

到传统文化中来。”

在手作龙灯体验区，读者仔细地安装、拼插着零件，把自

己的心愿注入在一扭一扣间，制作出精巧的龙灯。另一侧，

全家福拍摄现场布置得十分喜庆，参与读者戴上红围巾，穿

上节日服装，手拿龙年吉祥物，在吉林省摄影家协会摄影师

的镜头中，一张张笑脸定格，温馨幸福的瞬间被记录下来。

“吉”章纳福是应读者期盼返场的活动。除了延续之前

的参与方式，本次集章活动还特别设置了互动游戏，增加了

更多趣味性。读者通过掷沙包击中抽题板进行随机问答，获

取集章本。10款龙年印章分散在不同阅览室中，让读者在

寻找中获得更多乐趣。

“书载史 物为证——吉林长白山文化展”正在负一层的

典籍博物馆展出，在观展和讲解员的讲解中，读者们对长白

山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馆内同时进行的雕版印刷和拓片

制作活动则让读者在上墨、铺纸、拓印、起纸的过程中，感受

传统技艺的智慧。吉林省图书馆藏有大量珍贵古籍，为了让

大家能够近距离与古籍接触，馆内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也为

读者上了一堂“手工课”。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导，读者拿起纸

张与工具，经过折页、齐栏、打捻、装皮、线装、贴书签等步骤

制作出线装书，体验独具魅力的传统书籍装帧技艺。

省图举办丰富活动与读者共度佳节

2月24日，“粉雪静风华灯上 元宵佳节盛世新”公益文化活动在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举办。图为汉服爱好者们在表演舞蹈。

刘子铜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2月24日，集安市举办元宵节秧歌大赛，各参赛单位精心编排

踊跃参赛，活动现场一派喜庆热闹的场面。 杜兴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