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东光镇庙

沟村大北沟入口处，有一座被当地人熟知的

烈士陵园——童长荣烈士陵园。1934年3

月21日，年仅27岁的我党早期优秀党员、革

命活动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童

长荣，在同日军战斗中壮烈牺牲，永远长眠

于此。陵园前修有一条与公路相连的宽3

米、长27米水泥路，上面铺满大小均匀的碎

石，象征着童长荣在上世纪30年代把27岁

的年轻生命献给了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和民

族解放的神圣事业。

1907年，童长荣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枞

阳镇。1921年，14岁的他考入安庆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这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被推举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

之一，领导起安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

动，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1925年夏，童长荣漂洋过海到日本求

学，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祖国的战乱。他

在写给亲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我怀恋着

生我养我的故里，忧虑着乡里的兵匪之乱，

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

义的压迫，肃清国内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

的反动统治。”不久后，他被组织上吸收为中

共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比

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还与王步文等同

志组建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

1928年，童长荣终于踏上了他日夜想念

的国土。回到上海，他担任中共沪中区委书

记，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开展地下革命活

动。他同鲁迅、夏衍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承担筹备左联的联系协调、起

草纲领、拟定发起人名单等具体工作。由于

当时童长荣的党内身份保密，因而无法公开

列入发起人名单。不久，童长荣被党中央先

后派往河南省、天津市，担任河南省委书记、

天津市委书记。后来，他又被派往大连担任

大连市委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抽调

大批骨干力量紧急赶到东北各地。同年11

月，童长荣被党组织调到东满，担任特委书

记。

童长荣当年战斗过的东满，就是今天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由于斗争环境艰

苦、工作繁重，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当时

正值冬季，童长荣经常咳血，局部神经也不

断出现麻痹征兆，但是病魔没有让他屈服，

他隐瞒病情，义无反顾冲在抗日斗争第一

线。他常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口

气，就要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他一边

工作，一边与病魔做斗争。

1931年12月，童长荣在瓮声砬子主持

召开东满各县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确定今

后一段时期的斗争任务，也决定了东满地区

后来十几年抗日斗争的前途。他奔走在延

吉、和龙、珲春、汪清各县，深入发动群众，筹

建地方党的基层组织。至1933年9月，中共

东满特委下辖4个县委、90个支部，有党员

965名、团员890名，几乎占当时东北党员总

数的一半，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童长荣领导中共东满特委积极创建抗日游

击根据地，到1932年夏秋，已经形成了延

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大片游击区。至1933

年春，相继开辟了10余块比较固定的抗日

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相

继建立了4县抗日游击队。

1933年秋，按照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童

长荣开始筹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

师，即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前身。他被中

共党史、解放军军史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二军创始人之一。他还创办了中共东满特

委的机关报《斗争》《两条战线》，游击队和群

众团体的报纸《战斗日报》《反日报》《少年先

锋》等，亲自撰写抗日文章，激发东满军民的

抗日热情。

1934年3月21日，日军纠集大批兵力围

剿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童长荣率部转移

到汪清县十里坪一带。敌人拉网搜山，童长

荣部在庙沟村大北沟被包围。在这九死一

生的时刻，童长荣和身边屈指可数的几名战

士奋战着。不幸的是，一颗子弹射中了童长

荣。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迅速爬过来，不顾

一切地将他朝安全地带拖拽。等到同志们

找来，童长荣和崔今淑都已经停止了呼吸。

牺牲那年，童长荣还不满27岁。

在东满两年多时间里，童长荣以病弱

之躯，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为东满地区民族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望那段硝烟

弥漫的岁月，童长荣的一生虽短暂，但他矢

志不渝的革命理想、真挚的爱国情怀和无

畏的牺牲精神，却永存史册。他的浩气长

存于白山黑水之间，激励着人们不断奋勇

前进。

浴 血 东 满 铸 丰 碑
——记抗日民族英雄童长荣

本报记者 祖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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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使命 担当时代重任

权威访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李娜）为进一步推动吉林省

和马来西亚沙巴州合作，应我省邀请，8月17

日至25日，马来西亚沙巴州工业及企业发展部

部长、拿督冯晋哲率代表团来我省考察访问，

并见证部分合作项目签约。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一直以来，我省与

沙巴州保持密切交往、良好互动，双方合作领域

不断拓宽、合作质量不断提高，成为中马两国友

谊历久弥新的生动写照。代表团来访期间，中国

吉林省—马来西亚沙巴州经贸旅游合作交流会

在长春举办，我省与沙巴州签订6个合作备忘录。

“双方开启了新的篇章。”冯晋哲说。

我省地处东北亚区域中心，是中国“一带

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具有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发展优势。近年来，我省坚定推进“吉

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斗目标，经济发展

速度、发展体量、发展质量屡创新高，呈现出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吉林省经济增

速表现强劲，农业现代化、工业转型升级等都

快速成长，让我们看到更多合作机遇。”冯晋哲

表示，“希望跟吉林省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交流，

促进更多贸易往来和投资合作。”

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

是我省对外发展的重要方向。沙巴州是马来

西亚第二大州，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

富。“目前，我们在高科技产业、新能源产业、

生物科技、药业等方面都提供了税收减免等

优惠政策，希望吉林的朋友多来沙巴州参观、

旅游，吉林的企业把沙巴州作为投资首选。”

冯晋哲说。

其间，代表团还深入长春市、吉林市、延边

州等地开展座谈和经贸洽谈交流活动。

马来西亚沙巴州政府代表团来吉考察访问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祖维晨）今天，2024

年全国省级法治报业发展年会（全国省级法治

媒体社长·总编辑年会）暨“白山松水寄深情、

守护平安助发展”吉林行大型采访活动在长春

市举行。来自全国25家省级法治（制）报社社

长（总编辑）及记者汇聚吉林，聚焦平安建设、

法治建设，共商法治媒体发展大计，见证我省

各地的法治实践。

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中共

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共吉林省委政法委指导，

吉林日报社（吉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北方法

制报社承办。该年会是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

会倡导举办的全国省级法治（制）报社长（总编

辑）学习交流的高峰会议，是一次加强法媒交

流的强强合作，也是一次深化法治宣传改革创

新的头脑风暴，更是一次共商法治报道融合发

展的思想盛宴。从2010年发起，每年在全国各

地轮流举办。

开幕式上，吉林日报社（吉林日报报业集

团）负责人将象征着责任与使命的旗帜授予媒

体代表，标志着“白山松水寄深情、守护平安助

发展”吉林行大型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未来一

周，全国25家省级法治（制）报社长（总编辑）和

记者分为两个采访团，将分赴长春、四平、白

山、延边，走访近20个基层政法单位，集中采访

平安吉林、法治吉林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

河北法治报社总编辑张霄代表记者讲话

时说，他将带着对吉林发展的深切关注，对吉

林人民奋斗精神的崇高敬意以及对吉林未来

美好愿景的无限憧憬，深入基层，走进政法机

关，用镜头捕捉吉林精彩瞬间，用笔触记录吉

林感人故事，通过全国法治媒体平台，向全国

人民展现吉林崭新局面和蓬勃生机。

2024 年 全 国 省 级 法 治 报 业 发 展 年 会 暨
“白山松水寄深情、守护平安助发展”吉林行大型采访活动在长举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的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充分彰显了我们党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

定决心和历史担当。”日

前，吉林农业大学校长杜

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根据党中央及

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学

校结合自身实际，印发了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的实施方案》。

《方案》重点围绕学习

研讨、全覆盖学习培训、集

中宣讲、深入开展研究阐

释4个方面开展。学校首

先通过做好校院两级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及党

支部“三会一课”、党员干

部培训、教师培训、开展主

题宣传等工作，引导全校

师生通过多种方式全面深

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确保全会精

神传达到每个党支部、每

名师生和群众。其次，学

校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党

员干部及各级各类宣讲团

准备宣讲工作，采取广大

师生、干部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推动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同时，学校还组织相关专

业教师深入学习研究阐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通过集体备课、研讨会

等形式，把全会精神融入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为

广大青年学生讲深讲透讲

精彩。

杜锐表示，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作出战略部署，明确

了“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

标，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作用。

多年来，吉林农业大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强农兴

农，走出了一条“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特色办学之

路。学校发挥吉林省新农科建设全国第一方阵的优

势，打造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体系，助力吉林建设

全国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围绕“千亿斤粮食”

产能建设工程、“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十

大千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等关键领域，以发展现代

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开展源头攻关，在全省布局建设

乡村振兴服务基地，形成了以33个国家部委级科研平

台、89个省级科研平台为核心的创新矩阵，以126个科

技小院、3个乡村振兴试验站为代表的服务矩阵，以及

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李玉院士为引领的高水平师资队

伍。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积

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新范式，不断推进

‘新农科’育人特区建设，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

略部署转化为‘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农业大学’的具体

举措和实际成效。”杜锐表示，学校将努力做好三个方

面的工作。

一是建好“吉林省新农科长白山创新学院”，培养

一批懂农业、爱农村、有本领、下得去、留得住、用得

上的创新型“新农科”人才；二是建好“三江实验室”，

产出一批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加速颠覆性科研成果

的转移转化，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三是

建好乡村振兴综合实验站和科技小院，让高素质人

才和科技力量下沉到生产一线，有力促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社会服务贡献度，为教育强

省、农业强省建设和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不断作出

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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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6日讯（记者马璐）讲

述人参故事，传播吉林声音。用精品

短剧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做

优做强人参特色产业和标志性人参

产品，努力将“长白山人参”打造成吉

林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今天，由

吉林广播电视台携手吉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阿德传媒集团联合出

品的网络微短剧《消失的少女采参

图》在长春正式开机。

该剧由一幅失窃的名画《少女采

参图》为引，讲述了时代变迁中两家

三代人的命运纠葛与爱恨情仇。女

主崔锦书为了调查父亲失踪的真

相，隐藏身份与知名医药企业继承

人严云中产生“交集”，看似巧合实

则处心积虑。从欢喜冤家到形同陌

路，从相爱相杀到双向救赎，曲折的

故事背后竟还隐藏着千年人参的秘

密……

“剧中既有跨越时空的爱情，也

有悬疑跌宕的故事，巧妙融入大美吉

林的独特风光和独树一帜的人参文

化。”据制片人刘震介绍，该剧将于今

年9月末完成拍摄，并于年底通过各

大网络平台播出。“作为东北三宝之

一，人参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更是吉林人民智慧与勤劳的象

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人参背后的

文化与价值，我们将通过一系列高质

量的短剧作品，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展

示人参的神奇功效和独特魅力，让更

多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人

参的神奇力量。同时，借助这些短剧

的影响力，力争助力人参产业的创新

发展，提升人参产品的附加值，从而

带动整个产业链的繁荣。”刘震说。

未来，吉林广电还将通过短剧+

文旅+人参的创新模式，生动诠释

“人参之珍、吉林之美”，培育打造

“长白山人参”IP，通过网络传播，营

造跟着微短剧来吉林“打卡”的热烈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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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长春市双阳区聚

焦全省打造千亿级梅花鹿产业

战略目标，创新采取“龙头企

业+特色产业+集体经济”的联

动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梅花鹿

养殖产业。截至2023年末，全

区养鹿户1.3万余户，梅花鹿

总量达到37万头，鹿业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120亿。图为长春

市双阳区博文鹿业场区。

付文博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米韵熹 王学新）今天，聚焦

女性创业与成长奋斗的现实题材院线电影《我心如磐》

在蛟河市举行新闻发布会暨开机仪式。

活动现场，该片主创成员一一亮相。据编剧、总

策划孟广顺介绍，本片是根据人物真实经历改编而

成的励志题材院线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学生面

对生活重压坚韧前行的励志故事。影片以女主角的

个人命运，折射出社会变迁的时代缩影，从事业、家

庭、情感等多个角度呈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普

通女性如何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固有的善良在痛苦与

艰辛中获取成功、实现蜕变的精彩人生。

该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作为支持单位，鼎

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和北京聚源润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陕西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

部、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摄制，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出品人、总制片人林樾表示：“《我心如磐》讲述的

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东北矿区的故事。因此，我们

选择蛟河煤矿作为拍摄取景地，希望尽可能真实地还

原那段历史，也希望借此机会让观众朋友们通过大银

幕更好地了解大美吉林。”

院线电影《我心如磐》在蛟河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