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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新观察

在广袤的吉林大地上，教育惠民

的暖流流淌在每一个角落。

从“活力操场”的遍地开花，到

“一村一名大学生兽医”的深入实施，

再到“求学圆梦行动”的稳步推进，省

委、省政府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一件件民

生实事。

活力操场：绽放青春活力
的乐园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

国家民族发展大计。

年初以来，省教育厅积极落实

省委、省政府民生实事要求，充分发

挥学校以体育人作用，大力推进中

小学校“活力操场”建设。通过改善

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和活动所需设备

设施、扶持学生体育社团建设、优化

体育课程和活动安排、健全校园安

全管理机制，实现体育课程和活动

增量提质，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是一所

集多个体育项目于一身的特色学

校，也是我省“活力操场”建设校其

中的一所。走进学校的一实验校

区，多个标准化的篮球、排球、乒乓

球场地分设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学

生们的欢声笑语在校园里回荡；配

有滑雪机的冰雪实验室、地板冰壶

场地，满足了学生们对冰雪运动的

向往……

（下转第二版）

落 地 有 声 润 物 无 声
——我省民生实事系列报道之教育惠民篇

本报记者 李开宇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北京中轴线——中国

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巴丹吉林沙漠－

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二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

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

义，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习近平强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

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

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

宝。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

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

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要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

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

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

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

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

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

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 护 好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瑰 宝 和 自 然 珍 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本报8月6日讯（记者刘帅）今天，

省委宣讲团副团长、省委副书记、省长

胡玉亭到长春市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并调研科技创新工作。他

强调，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立足吉林科教人文优势，加强创新资

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实施有组织科研

攻关、有组织成果转化聚力攻坚机制，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吉林高

质量发展明显进位提供强有力支撑。

在长春经开区光电信息产业园，

胡玉亭指出，要锚定集成电路、激光、

新型显示与照明等优势领域，大力培

育“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瞪

羚”企业，加快推动我省光电信息产业

创新式发展。

在长春长光辰芯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胡玉亭鼓励企业聚焦CMOS图像

传感器领域，深化产学研合作，努力突

破一批“卡脖子”技术，推动更多科技

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在长春长光大器科技有限公司，

胡玉亭叮嘱企业要拓展业务布局，广

泛吸引高端人才，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

在中机试验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胡

玉亭强调，要发挥自身优势，深耕高端

试验装备等领域，掌握更多前沿核心技

术，为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机械装备、

石油化工等领域转型升级提供全产业

链高端解决方案。

在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玉亭鼓励企业进一步挖掘市场潜

力，围绕分子诊断、整体化实验室等方

面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更多精准、可靠

的医疗检验产品。

在省农业机械研究院，胡玉亭指

出，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

推动研究成果产业化，推出更多轻量

化、首创性农机，提高我省农机作业水

平和农业生产效率。

调研期间，胡玉亭向有关科研人

员宣讲解读全会精神。他指出，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党中央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

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

要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历史

方位和使命任务，全面准确把握《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

大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

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实施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完善科研攻关的决策指挥体系和组织实

施体系。建设好高水平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生态，

扩大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建设科技经

理人队伍，国企带头支持成果转化。强化科技创新全要素支撑服务。

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良田、

良种、良机、良法和智慧农业为支撑，围绕现代种业、农机研发创新部署

重大科技专项，集中资源力量有组织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抓好政策机

遇，大力推动农机装备设备更新。拓展智慧农机应用场景，加大农机装

备服务商培育力度，发挥传统制造业优势，建强科技创新平台载体，推动

我省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

王子联、刘化文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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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稳，天下安。今年上半年经济数

据显示，我省主要指标增速超过全国水
平，经济呈现以进促稳、结构优化、保持增
长的良好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较快增长，粮食增
产举措扎实有效落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加快释放，充分彰显了在“争当现代农业
建设排头兵”的路上，吉林正在脚踏实地、
稳步前行。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做好经济工作的
方法论。稳是大局，是底线。瞄准“争当
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方向，不偏航、不失
速，稳步前行，才能致远。

稳步前行，最根本的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吉林的亲切关怀和把舵领航。“要把保
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争当现代农
业建设排头兵”“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赴吉林视察，每次必看农业、必讲农

业，为吉林农业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
图。我们要牢记殷殷嘱托，抢抓发展机
遇，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多措并举保
障农业稳产增产，着力打造农业及农产品
加工产业，加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奋力书写现代化大农业、大产业发展
的吉林答卷。

稳步前行，最关键的是坚决扛稳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吉林
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之一。我
们要坚定不移把粮食生产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突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保护好、
利用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进一步
扩大耕地面积，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要坚定践行“大食物观”，念好“山海
经”、唱好“林草戏”、打好“豆米牌”，充分
发挥农林领域科技优势，扎实推进森林

“四库”建设，努力实现蓄水于山、藏粮于
林、摇钱于树、固碳于木。

稳步前行，最重要的是向科技要动能，
着力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上下足功夫。
农业科技创新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要加
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强化原始创新
和集成创新，着力在农业生产各环节培育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要大力引进技术先进成
熟的大企业，做强做大农机制造产业，切实
以农业发展带动工业提升。要持续依托平
台载体，建设优质高效、集中连片的标准化
加工原料基地，推进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立足资源
禀赋和发展基础，进一步做优做强以人参
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和标志性产品，努力打
造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要持续推进农
业产业化，加快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更
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农业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
础，乡村全面振兴是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我们必须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
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学习运用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土特产”这篇
大文章，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在“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的路上稳步前行
本报评论员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夜
间文旅体验，吉林市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增加照
明设施，让游客能够安心、舒心
地享受夜晚的美好时光。图为
市民游客在松花江畔欣赏体验
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

闫斌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本报8月6日讯（记者刘巍）今天，夏琨烈士追悼会及遗体告别仪

式在临江市举行，烈士家属、亲友、生前同事、党政军警及群众代表等沉

痛悼念并送别英雄。

7月下旬以来，临江市遭受持续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险情。在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临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夏琨深夜冒雨

奔赴一线，在抗洪抢险救灾中不幸因公牺牲。8月3日，经吉林省人民

政府批准，夏琨被评定为烈士。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夏琨同志迎难而上、冲锋在前，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人民警察的忠诚与担当，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夏琨，1977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临江市副市长、市公安

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三级高级警长、一级警督警衔。从警25年

来，他始终忠诚履职、奉献担当，曾先后担任白山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副支队长、支队长，通沟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荣立个人二等功2

次，三等功6次，嘉奖3次，被授予省级先进个人1次。

“夏琨同志在抗洪抢险救灾中因公牺牲，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送别这位好领导、好战友、好兄长。”临江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大队长王鹏

追忆：“他用生命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他的英勇事迹

和无私奉献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虽然夏琨同志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夏琨同志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冲锋在抗洪一线、战斗在救

灾前沿，危难面前从不退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临江

市桦树镇党委书记姚熙刚表示，要把对烈士的缅怀转化为努力工作的实

际行动，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钉钉子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在抗洪抢险救灾中因公牺牲

夏琨被追授为烈士

开栏语：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
挥棒”“红绿灯”，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
动摇，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
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
提质良好态势。本报今起推出“高质
量发展新观察”专栏，辩证、客观分析
当前全省经济形势，深入挖掘各地各
部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生动实践，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吉林全
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较快

增长，实现总产值702.19亿元，同比增长

6.2%，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是上年

同期以来季度最高增速。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半年，全

省一产增加值 340.31 亿元，同比增长

6.2%，保持了稳中有进、全面增长的良好态

势。

从行业看，畜牧业发展是第一产业实

现加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上半年畜牧业产

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4.1%，增长5.9%，

比一季度加快3.5个百分点，生猪、牛、羊

出栏分别增长5.2%、8.1%和8.9%，增速高

于全国8.3个、5.7个和12.0个百分点。

整洁的圈舍、先进的养殖设备。走进

公主岭市环岭街道吉源农业养殖场，宽敞

的双列式牛舍排列整齐，一头头肉牛毛色

光亮、膘肥体壮，“哞哞”声此起彼伏。随着

全自动撒料车的轰鸣声，草料被运送到每

头牛面前。

“养殖场由最初肉牛存栏量不足60

头，发展到如今突破300头，离不开各项惠

牧政策的帮扶。”吉源农业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副经理吉永峰感慨道，养牛保险政

府给予补贴，疫苗都是免费提供，畜牧站还

定期来给技术指导，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充

足的保障。

让产业“牛”起来，农民“富”起来。今

年，我省聚焦新增百万头肉牛饲养量和屠

宰量倍增突破性任务，坚持从三产切入，做

大做强市场营销环节，激活二产屠宰加工

业扩量提质，带动一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

展。上半年，全省屠宰肉牛22.1万头，同

比增长123%；调出牛肉1.47万吨，同比增

长146%。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农业科技创新

成为保障粮食增产的重要支撑。加大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和集成

创新，今年，我省在农业生产各环节培育新

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动力变革、效率变革、

质量变革。

从无人机植保到卫星定位，从“靠经

验”到“靠数据”，从“粗放型”种植到精耕细

作，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我省

深挖科技潜力，向创新要产量。

眼下，正值夏管关键时期。在大安市

海坨乡中科佰澳格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盐

碱地水稻种植基地，新农人们点点鼠标、敲

敲键盘就能完成改良后土地的日常监控工

作，一个人就可以管理一个项目区。

“田间有智能监管设备，能够很好地实

时监测土壤PH值和盐分变化，信息会自动

传到智慧平台，坐在平台前就能判断水稻

长势情况，现在种粮真是更智能、更轻松。”

公司总经理孟宪东自豪地说。

随着种子、耕地、农机基础进一步夯

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今年，

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锚定发展现代化大农

业、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培育农业领域新

质生产力，坚持扩面积、提单产、推技术、

建良田多轮驱动，采取六项富有成效的增

产举措，为实现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 （下转第四版）

夯 实 现 代 化 大 农 业 基 础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较快增长解读

本报记者 闫虹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