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喂，喂，你说什么？这里信号不好，听不

清楚……”当记者拨通邢志祥的手机时，他正

在瞭望台上驻守。邢志祥一天的工作，是从

俯瞰无垠林海开始的。一部瞭望镜，一部对

讲机，一份时刻观察火情的职责与使命，伴随

着他走过28载漫长岁月。

今年59岁的邢志祥是吉林长白山森工

集团广坪林场前哨瞭望员。他所在的广坪林

场 1906 前哨瞭望台，地处中朝边界，海拔

1300米，山高林密，地势险要，除了一条下山

的林间小路从岭上盘旋而下之外，方圆十几

里没有人烟。山上没有水源，吃水靠山下定

期运送，吃的蔬菜、米也得半月一次翻山越岭

从山下运上来。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邢志

祥一干就是28年。

广坪中朝边境线是国家重点火险区

域，每年都承载着重大的森林防火压力。

为了防止越境火灾，邢志祥每天要在塔上

瞭望超过 10个小时。在广坪蜿蜒回转的

边境线上，他上报的位置信息能具体到边

疆公路的某一公里数，为一线火情救援、后

期探查、预防和扑救可能出现的过境火打

下了重要基础。

2021年5月24日12时10分，对面国家

森林中浓烟密布，由于距离远、面积大、烟雾

扩散速度快，一时间很难确定烟点准确位置，

扑火队伍很难开展预防措施。听到同事求助

后，邢志祥立刻爬上瞭望塔进行观测。结合

多年的经验，他推算在我方边境公路292公

里处是距离烟点最近的位置，在此处进行预

防是最快、最有效的。先遣队伍立刻赶赴过

去进行踏查，邢志祥预报的位置准确无误。

他的精准观测和快速判断为救援队伍开展

“过境火”预防工作提供了充足的时间，避免

了我方森林火灾的发生。

“寂寞是寂寞，但工作总得有人干，时间

长了也就适应了……”瞭望工作是一项寂寞

枯燥并且注意力要求非常集中的工作。春秋

两季防火期气温温差大，早晚气温寒冷中午

又酷热难耐，而邢志祥在瞭望员岗位上一待

就是几个月，不仅要克服艰苦的生活条件，还

要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孤独和寂寞。瞭望塔

位于高山之上，常年伴随大风等恶劣天气，有

时瞬间风力可达8级以上，但越是大风天气

就越是得坚持上塔瞭望，邢志祥说：“大风天

气着了火，发现不及时，那可了不得了！森林

资源宝贵，在我们手中可不能出了岔子，要完

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

由于常年饮食不规律，邢志强落下了胃

病，但他在长期的防火瞭望中练就了一身过

硬的本领。19米高的防火塔，他上下只需3

分钟。在云雾弥漫的天气中，他能迅速分清

烟和雾，并能准确地说出各个林班、山头、沟

系的名称，分清相邻各局森林之间的边界。

在同事眼中，他的脑子就是一张“活地图”，让

坚守的瞭望塔成了这片森林真正的“眼睛”。

28年来，邢志祥发现并预报火情多达

400余次，有效遏制了重大火情的发生，保护

了这片森林的安全。邢志祥曾获“森林防火

先进个人”“连续3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先进

个人”称号，获评“吉林好人”，近日入选2024

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候选人。

邢志祥：

坚守 望塔 守护大森林
本报记者 吴茗

省运会、马拉松赛、趣味农民运动会、全

民健身系列活动、靖宇冰上马拉松挑战赛、省

市举办的青少年一系列赛事……一场场精彩

的体育比赛，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也激发了

人们“跟着赛事去运动”的热情。如今，人民

群众对体育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健康意识

有了新觉醒，健身行动有了新自觉，全省群众

体育运动蓬勃开展，推动了体育消费市场展

现新活力。

场馆健身、露营、登山、跑步、骑行、滑雪

等户外运动持续火爆，更多人们从喧哗的城

市走进吉林大美山水之间，拥抱青山绿水，享

受运动带来的乐趣，由此也带动了运动服装、

跑鞋、运动器材装备的持续热销，为吉林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体育力量。

“体育+”带火健身潮

近年来，体育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成为

经济热点，体育+旅游、文化、教育、养老……

体育产业逐渐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极。比

起以往旅行时晒美食、晒美景，如今朋友圈里

更流行晒跑步、晒登山、晒骑行、晒露营、晒游

泳、晒健身……人们对“体育+”的多样化需求

日益增长、相互融合。

近期以来，马拉松“跑圈”快速回暖，不

仅活跃了体育消费市场，更为举办城市带来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释放了周边消费

潜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记者在长春市多

家体育用品商店看到，随着马拉松等大众体

育赛事陆续登场，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

求进一步得以释放。“从跑鞋、运动袜、速干

衣裤等运动装备，到太阳镜、耳机、手表等运

动穿戴装备，再到护膝护腕等防护装备，跑

友们的装备虽然可多可少，却无一不与消费

息息相关。”某家体育用品商店负责人夏国

民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店内各类体育服装

及器材卖得非常好，主要是因为市民健康意

识的普遍提高，随着大众健身参与度的快速

提升，长春市人均运动鞋服消费额还有很大

的增长空间。从体育产业链条来看，马拉松

赛事带动了更多人养成运动习惯，推动了运

动产品和服务消费，同时还激活了上下游产

业，特别是赛事周边及增值服务，如餐饮、保

险、旅游等多个细分领域及市场的需求与发

展。”

羽毛球是全民参与度极高的运动，持续

升温的羽毛球运动氛围让吉林大地都“热”了

起来，在遍布省内大大小小的羽毛球馆内，大

家谈论的都是哪天一起约一场球赛。在长春

市一家羽毛球馆内，每到傍晚或是节假日，馆

内的羽毛球爱好者在场上尽情挥拍释放着激

情，呈现一片热闹场景。

王先生的羽毛球馆在2018年正式营业，

与很多球馆开在生活小区附近不同，王先生

的球馆在工业园区内。对于为什么会选择在

这个地方开馆，王先生直言说：“我们球馆的

3位教练都是专业运动员退役的，所以对于

场馆的要求很高，当时也找了很多地方，都不

合适。最后在这个物流仓库区找到了适合的

场地。”王先生的这一次选择反而为球馆迎来

了商机，因为球馆开在工业园区内，周边都是

企业，企业工会经常搞羽毛球赛事活动，让很

多企业员工喜欢上了羽毛球，久而久之，球馆

的生意越来越好。

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健康产业、幸福

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十分广阔。“自竞技

攀岩项目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后，吉

林省参与攀岩运动的人数逐年增多，室内攀

岩馆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不再把攀岩看

作是一项危险运动，而是一种为生活减压的

方式。”在长春市某商场的一家攀岩馆内，经

营者李女士告诉记者，“随着全民健身的推

广，也培养了人们的体育消费习惯，现在很多

爱好者都愿意花钱购买攀岩鞋和攀岩安全装

备，从头到脚给自己置办一身‘行头’。”李女

士表示，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花在体育健身

上的钱也越来越多，能买到的体育产品和服

务也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通过现有资源，能

够搭建一个交流平台，号召更多同行和俱乐

部发展户外运动，参与到这项平凡而又有意

义的工作中来。”

“体育+”促进体育消费

体育产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具有资源

消耗低、需求弹性大、覆盖领域广、产品附加

值高、产业链条长等特点。

“体育产业做强做大，必须要大力发展

‘参与性体育’，特别要提高青少年的参与

性。青少年体育不仅是家庭体育消费支出的

重点，而且具备巨大的拉动效应。儿童和青

少年体育的参与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也逆向

培养和加强了家长对体育项目的理解，从而

带动家庭的整体体育消费支出。”长春市一家

青少年体能训练馆的负责人赵先生认为，多

年来，社会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蓬勃发展，

不仅普及了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培育了体

育人口和体育市场，同时也在专业竞技人才

培养、专业赛事体系打造、解决退役运动员就

业和体育场馆综合开发利用等方面作出贡

献。”与此同时，个性、多元的健身需求让适合

居家运动的小件健身器材品类也在迅速增

多，记者在走访长春市多家体育用品商店了

解到，美腰机、甩脂机、跳舞毯等适合居家场

景的中小健身类目新品一直受到消费者的追

捧。

如今，自行车运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

睐，由此也带火了自行车及相关配套产品销

售。自行车销售商家赵伟告诉记者：“近两

年来，包括山地车、公路车在内的骑行品类

的销售情况非常好，整个骑行品类预售订单

额同比增长90%。年轻人对骑行的话题热

度持续攀升，还自发形成了骑行爱好者的圈

层，日常与骑友们交流骑行心得、分享骑行

装备，引发更多年轻人对于骑行运动潮流的

关注。”

冰雪，是冬季大众参与健身运动的重要

资源，冰雪运动与冰雪经济相伴相生、互为支

撑。近年来，我省充分发挥“丝滑粉雪+温暖

静风”的气候资源优势，冰雪运动消费得到大

幅提升。

目前，我省有 75 座滑雪场 319 条雪

道。2023年 12月以来，全国滑雪场单日滑

雪里程数榜单前 8名中，我省滑雪场占据

前列已成常态。“在刚刚过去的冬季，店里

的滑雪服装及器材的销量与以往相比有

了较大提升，特别是店内的单板雪具，销

售异常火爆，一些知名品牌的雪具时常有

断货的情况。现在冰雪消费的趋势很好，

热爱滑雪的人多、基数大，从冰雪消费规

模上来看，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长春

某家专门销售冬季运动商品的店面负责

人介绍说。

据省体育局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吉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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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处处长姚涛介

绍，我省正大力引入体育消费类企业落户吉

林，不断激发体育市场活力，为群众提供更

好、更优的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此外，省体

育局将积极承办各类国际国内专业竞技体育

赛事，为群众奉上体育赛事盛宴的同时，会形

成赛事引流作用，拉动体育旅游、餐饮、住宿、

商超等行业消费。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以体育旅游、露

营、登山、骑行、健康跑、滑雪、健身房私教

课程等为代表的体育消费火爆，是崇尚“畅

快、健康、悦己、时尚”的“嗨经济”“潮经济”

与热度攀升的体育生活方式的一场双向奔

赴，也必将为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吉林经济

注入“幸福感”，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

体育消费助力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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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记者祖维晨）今天，省

司法厅联合长春中医药大学举办了“青春无

毒 健康同行”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通过

禁毒戒毒主题展览、主题演讲、文艺展演及互

动体验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师生和参观者带

来一堂别开生面的禁毒普法课。

活动现场，一场大型沉浸式禁毒戒毒主

题展吸引众人参观。展览以“罂粟花之迷”为

主线，设置“灰白印记”“绚丽迷雾”“明暗人

生”“阳光之地”“草木破冰”等篇章，从林则徐

虎门销烟真人情景剧到清代鸦片烟具、从各

类仿真毒品到触目惊心的吸毒案例、从易染

毒环境VR体验到戒毒康复实景体验……通

过实物、文献、声像、场景和体验类媒介，直观

展示了我国禁毒工作史、毒品种类及危害、我

省戒毒康复和中医药戒毒工作。

在教育戒治成果展演现场，展播了吉

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推进中医药戒毒工作

纪实宣传片，总结回顾了我省中医药戒毒

工作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来自长春中

医药大学、省实验中学、省戒毒康复所、长

春市禁毒支队的学生、民警代表，用“珍重”

“灯火”“绽放”“勇毅”4个篇章，从不同视

角讲述了禁毒戒毒工作经历和体验感悟。

最后，活动为“优秀禁戒毒普法宣传员”颁

发证书。

据介绍，此次活动既是全省司法行政戒

毒系统积极发挥禁毒戒毒普法宣传职能、深

度参与人民禁毒战争的务实举措，也是省司

法厅与长春中医药大学深化“1+3”战略合作、

构建完善“中医药+戒毒”体系的一项重要内

容。今后，双方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

作共建，共同探索建立中医药戒毒康复合作

机制，打造中医药戒毒科研基地、中医药戒毒

康复示范基地和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不断开辟我省中医药与戒毒工作融合发展新

路径，努力为平安吉林、法治吉林和健康吉林

建设贡献力量。

青 春 无 毒 健 康 同 行
省司法厅联合长春中医药大学举办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在第37个国际禁毒日来

临之际，图们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移民管理警察禁毒宣传小分

队，开展了系列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为群众和游客普及禁毒

知识、增强禁毒意识。

张彪 摄

本报讯（记者王伟）如何延伸服务触角，为肉牛产业发展

提供靠前服务？如今，在全省各地肉牛养殖场（户）的家门口，

都张贴了一张公示卡，上面详细登记动物防疫包保、检疫申

报、无害化处理申报相关人员联系方式以及3个二维码，方便

养牛户第一时间进行疫病免费咨询、防治等业务，为肉牛养殖

场户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是我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之年，也是千万头肉

牛工程新增百万头肉牛饲养量和屠宰量倍增计划实施之年。

省畜牧局严格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包保工作机制，进一步

规范防控措施，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和工作盲区，在春防期间，

面向全省肉牛养殖场（户），统一制作并免费发放“肉牛防疫服

务公示卡”，打通动物防疫服务工作“最后一公里”。

“肉牛防疫服务公示卡”包括养殖场户名称、包保防疫

员姓名电话、产地检疫申报电话、无害化处理申报电话以

及省畜牧局动物防疫咨询、投诉电话，养殖场户根据公示

卡信息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包保防疫员、咨询产地检疫和

无害化处理流程详情。还可以扫描“动监e通”养殖版、政

策技术宣传、“吉牛帮”3个二维码，方便快捷进行免疫信息

录入、检疫申报，及时了解肉牛产业政策及动物疫病防控

知识等。

小小责任公示卡，发挥防疫大作用。它不仅是我省扎实

推进动物防疫体系建设的创新举措，搭建起群众和政府之间

的桥梁，还有力促进了畜牧业信息化建设进程，筑牢动物防疫

屏障。

我省免费发放“肉牛防疫服务公示卡”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王耀辉）日前，梅河口市康大营镇有计

划投放虾苗4.1万尾，正式开启今年澳洲蓝龙虾的养殖工作。

澳洲蓝龙虾学名红螯螯虾，成熟后的虾体呈现绚丽的青

蓝色，故被称为“蓝龙虾”。澳洲蓝龙虾出肉率高，有肉质饱

满、虾膏鲜美的特点，低脂肪、高蛋白，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是不可多得的高端食材。

2023年康大营镇按照梅河口市委、市政府“农业产业突

破年”的部署要求，利用本地水系丰富的资源优势，开启省内

淡水养殖澳洲蓝龙虾的先河。经过3个月的精心饲养，本地

养殖成熟的首批澳洲蓝龙虾成功上市，并取得良好市场反响，

带动了村集体和农户增收。

在去年养殖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澳洲蓝龙虾喜阴怕

光的特性，康大营镇排查多处水库塘坝，最终选定二道河

村、横头山村等3处养殖基地。近期温度显著提升、阴雨连

绵，正适合澳洲蓝龙虾生长发育。因此，康大营镇紧锣密

鼓做好平整坝底、水质检测、池水消毒等前期准备工作，抢

抓最佳时机投放虾苗4.1万尾，可以赶在国庆节前夕上市

销售。

在虾苗投放现场，养殖户依次通过开箱测温、适应水温、

加氧处理等步骤，根据事先规划好的投苗距离和投苗点，进行

虾苗投放。

养殖户姚树刚说：“看到去年澳洲蓝龙虾养殖成功，我们

有了信心和底气，今年我们要把澳洲蓝龙虾养得健康肥美，争

取成为梅河口的知名品牌！”

近年来，梅河口市康大营镇借乡村振兴战略“东风”，不断

引入好品种、好技术，积极发展特色产业，让澳洲蓝龙虾养殖

产业在康大营镇做大规模、打响品牌、形成特色，带动村集体

和农户增收，增强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走出一条具有梅河口

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梅河口康大营镇：

澳洲蓝龙虾养殖“钱”景喜人

“你们来晚了，第一茬瓜已经卖没了。”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洮南市黑水镇的洮南黑水西瓜产业

园，没见到今年第一棚西瓜上市，多少有些遗憾。

“端午节当天就卖光了，我陪孩子高考也没在家，回来已

经啥也不剩了。”瓜农肖丹说。西瓜销路好、孩子考试发挥得

也好，肖丹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我带你们看看第二茬西瓜吧，这茬瓜预计7月上旬成熟

上市。”在绿意盎然的大棚里，蜜蜂正围着淡黄色的花朵扇动

着翅膀，吊在空中的藤蔓上又有几个小巧可爱的西瓜结出。

产业园继去年采用吊蔓技术的基础上，今年又引进了密

植技术，让一棚瓜苗由2400株增加到2800株。

左手掐着藤蔓，右手一拉一扭，肖丹将一个“小瓜蛋”揪了

下来。“每个藤上只保留一个长势好的瓜。”她介绍，这棚瓜第

一茬收获了2500多个，第二茬预计收获1000多个，9月份还

能收获第三茬晚西瓜。

“这些小瓜蛋可惜了。”看着被淘汰的小西瓜，记者有些惋

惜。“小瓜蛋还能腌咸菜。”肖丹说。

据了解，黑水西瓜在种植过程中常用“打瓜蛋”（选果留

瓜）技术，瓜农常用酱缸对其进行腌制，味道酱香浓郁、香甜脆

爽、鲜醇回甘，是下饭佳品。

“每公顷西瓜会产生瓜蛋约1500斤，用好了又是一笔财

富。”黑水镇黑水村党支部书记白金日说。

今年，黑水镇党委政府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突破口，促成

洮南市新红宝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与洮南市诺和食品有限公

司合作生产第一批黑水咸瓜酱菜，产品预计9月份上市。

此外，黑水西瓜作为一张闪亮的名片，今年成功入驻白城

长安机场，在候机大厅的LED大屏幕开启了全方位宣传模

式。黑水镇还将向广大旅客提供试吃和线上线下购买服务，

不断提升黑水西瓜品牌影响力。

洮南市黑水镇——

“ 甜 蜜 生 活 ”有 奔 头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本报讯 吉林省白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兴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吉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白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振兴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