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75年风雨兼程，满载辉煌。新中国

成立75周年以来，吉林大地书写了无数具有历史

意义的篇章。今天，我们将走进长白山，见证这一

中国东北的绿色明珠如何在全球生态保护网络中

熠熠生辉，激励当代吉林人守护绿水青山，走向生

态文明的崭新未来。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60年，总面积达

196465公顷。1979年，长白山成为我国首批加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地

区，这意味着它在全球生态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

位。1986年，国务院正式将其晋升为国家级森林

与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从此，长白山不仅成为

中国东北部的生态绿肺，更是全球自然保护的重

要组成部分。

作为欧亚大陆北半部最典型的温带山地森

林生态系统，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保护动

植物及其栖息地的重要基地，也是涵养水源、开

展科学研究、推动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的综合

性自然保护区。多年来，它以其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节着东北亚气候

平衡，成为维护我国东北森林生态系统安全的

生态屏障。

近年来，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以建成“国内领

先、国际一流”的生态保护区为目标，迈出了坚

实步伐。2018年，在国家、省政府以及长白山管

委会的大力支持下，保护区开展了一系列生态

修复和信息化建设工程，累计投资39亿元，实施

了 22个生态修复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构建了

“天空地”一体化的林业监测预警体系，还打造

了资源保护、森林防火、应急处理等多功能为一

体的数字化指挥平台，使长白山的生态保护从

“人防”迈向“技防”。近年来，中华秋沙鸭、紫貂

等珍稀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持续提升。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不仅在生态保护方面取得

了丰硕成果，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俄罗斯、美

国、肯尼亚、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保护区签署了合

作协议，提升了在生物多样性监测、森林防火、物

种保育等方面的水平。此外，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还成功举办了5届国际生态会议，邀请了来自全球

近20个国家的数千名专家学者。这些举措使长白

山的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推动其在全球生态保

护事业中的影响力。

多年来，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通过强化巡查、联

合清区、宣传教育等工作，确保了森林资源的安

全。每年不定期组织大规模的联合巡护行动，并

利用SMART巡护系统科学规划日常巡护工作。此

外，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加强了对野生动植物的监

测和救助工作，救助了中华秋沙鸭、赤狐等野生动

物80余只。

森林防火是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

作的重中之重。如今，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已经

建立起完善的森林火灾防控体系。通过强化责

任意识、提升队伍素质和开展防火宣传，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已经实现了61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

目标。

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长白山的

保护者们以“不忘初心、不懈奋斗”的精神，推动生

态保护和发展不断前行。今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公布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其中包括长

白山等中国的6个地质公园。至此，长白山已获得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世

界地质公园”三张国际名片。长白山守护者们的

努力不仅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树立了榜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吉林振兴发展

的伟大征程中，长白山将继续书写它的绿色传

奇，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慧和

力量。

长 白 山 的 绿 色 传 奇
本报记者 孙寰宇 何琳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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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落有致的农家村落，宽敞笔直的农村道路，四季丰收的

蔬菜大棚，生意红火的农家乐……行走在广袤田间，这些“美丽

元素”几乎成了我省新农村标配。村貌换新颜，产业大发展，农

民笑开颜，一幅业兴村强、民富人和、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新画

卷正在吉林大地渐次铺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吉林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把乡村治理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一环，串点成线、连线

成面，逐级递进、接续提高，示范引领村屯环境不断改善。全省

累计打造“千村美丽”村3046个、“百村示范”村201个、创建“干

净人家”70多万户，整洁型、宜居型、生态型示范村占比达到

54%、32%、2.5%。

脏乱差到洁净美

乡村颜值“靓”起来

乡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

走进桦甸市桦郊乡小稗子沟村，房前屋后干净整齐，门前

花草娇艳芬芳。说到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村民丁玉喜告诉记

者，脏水塘、冒烟道，柴火到处堆，垃圾随便倒的场景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

“现在，屯内的花草树木一排一排的，绿意盎然相当好看，

空气也新鲜了。”村民丁玉喜高兴地对记者说。

农村环境治理，百姓是主体。为充分调动村民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小稗子沟村每月进行一次村级“美丽庭院、干净人家”

评选活动，使村民实现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的观念转变。

“通过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评比，我们把坏习惯都给改

掉了。乱扔东西都感觉不好意思，怕别人笑话，有垃圾都搁垃

圾桶里，养成了良好习惯。”村民周占成说。

走进舒兰市白旗镇岗子村整齐干净的农家小院，平坦笔直

的村屯道路，道路两侧的绿树红花。村书记吴奇胜告诉记者，

从开始整治环境以后，群众开展“门前三包”，自觉清理房前屋

后、庭院内外卫生，形成人居环境人人参与、美好环境家家受益

的良好氛围。

从“环境美”到“生态美”，从“生态美”到“人文美”。吉林市

通过开展“干净人家”评比，营造“比学赶超、争当示范”的浓厚

氛围，变村民“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同时，坚持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的民心工程，聚

焦村庄街巷、农户庭院等区域，重点推进清理高速沿线残垣断

壁、柴草垛专项行动，通过拆违拆危、清脏清污、绿化美化等举

措，打造“净、洁、绿、美”的人居环境。

吉林市各村的美丽蜕变，仅是我省农村环境整治的一个缩

影。为了加快村庄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升级，全省组织实施春

季、夏秋、冬季村庄清洁行动“三大战役”，开展“三清一改一建”清

洁行动，推动村容村貌由“清脏”向“治乱”转变、由“村庄”向“庭

院”延伸、由“统一”向“特色”演进。全省村庄清洁行动行政村覆

盖面达到100%，95%以上的行政村基本实现清洁干净目标。

“将就用”变“讲究用”

革了厕所的“命”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问题关系着农村千家万户的生活品质。

地面墙面贴瓷砖，头上吊顶装浴霸，热水器、洗手池、冲水便池一样不少。走进磐石市宝山

乡北锅盔村村民杨贵的家中，厕所干净而整洁。

“自从安了坐便后老方便了，而且还得劲，不用出外头，啥时候去都行，晚上如厕也不用担

心安全问题。”村民杨大爷乐呵呵地对记者说，院子里再闻不到厕所味儿了。

污水横流、蚊蝇乱飞、臭气熏天……对于不少农民来说，散落在村落各个角落的旱厕，是他们

儿时的记忆。“以前上厕所很痛苦，夏天蚊虫叮、冬天冻得要命，再加上那个臭味啊……粪便污水都

直接排放到房前屋后的水沟里，不仅影响环境卫生，更易滋生蚊蝇。”杨大爷回忆起从前连连摇头。

为解决这一难题，北锅盔村专门在不远处修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村民们的生活污水通过

地下管网，直接输送到污水站进行集中处理。谈起现在的变化，杨大爷感慨万千：“子女都在城

里安了家，回来最不习惯的就是上厕所。自打改厕后，孩子回来也不别扭了。”

为了让村民也像城里人一样拥有干净整洁的卫生间，我省在全国率先编制了《吉林省农村

户用无害化卫生旱厕建设标准》和《农村户用卫生旱厕建设技术规范》，制定了《扎实推进吉林

省“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的实施意见》，为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提供了技术标准和规范，明确

了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同时，按照“宜水则水、宜旱则旱、以水为先”的原则，遴选确定了适宜高寒干旱地区的农村

户用无害化卫生旱厕主推模式，在具备条件的地方，推广管网式水冲厕所和小型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了农村旱厕“从有到优”的提升。今年，先建后补模式在全省全面推开。

让群众如厕更“讲究”，2021—2023年，吉林累计改造卫生厕所31.05万户，开展管网式水

厕试点23个，推动改厕后续运维管护设施设备试点31个。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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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10月6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

务委员长金正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

周年。

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朝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

要意义。75年来，两国在巩固人民政权、维护国家

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加强交流合作、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在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密切协作。中

朝传统友谊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

验，成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近年来

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

通，共同引领和推动中朝关系深化发展。新时期新

形势下，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

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深化友好交流合作，续写中

朝传统友谊新篇章，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

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金正恩表示，75年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朝中友

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75年来，两党两

国秉持对自身事业正当性的坚定信念，战胜各种

考验和挑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一如

既往地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朝

中友谊符合两国根本利益。朝鲜党和政府将按照

新时代要求，为巩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继

续作出努力。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就中朝建交75周年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互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国庆假期秋高气爽，游

客出游热情高涨。假期前5天，全省各地文旅产

品亮点纷呈，各大景区开启“人从众”模式，“假日

经济”活力十足，文旅市场运行平稳。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恰逢新中国成立75周

年，全省红色旅游景区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

四平战役纪念馆开展“倾听国旗故事·见证岁月

辉煌”主题活动，“我与国旗合个影”拍照打卡环

节深受游客喜爱，前 5 天接待游客超 1.5 万人

次。寒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组织开展延边第二

届红色文化旅游活动，通过赏枫叶、品民俗、尝

美食、观赛事、看演出等展现敦化市的红色文化

和自然风光，前5天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较去

年同期增长超50%。杨靖宇烈士陵园、玉皇山烈

士陵园、五女峰抗联密营等一批红色旅游景区

景点人头攒动，游客们参观陈列馆，追寻老一辈

革命家和先烈的革命足迹，传承红色精神，汲取

奋进力量。鸡冠山抗联活动地、辽源市二战盟

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白山市江源区石人

血泪山罹难矿工纪念馆等接待游客量均同比增

长50%以上。

文旅演艺精彩不断。国庆期间，一批精品演

出“扎堆儿”上演。长影旧址博物馆除了红色舞

台剧《长歌影魂》、“长影NPC”沉浸式游览、大型沉

浸式戏剧《消失的母带》三大“招牌演艺项目”外，

国庆期间又推出全新“长影NPC”演出剧目《白毛

女》，10月2日、3日连续两天入馆人数破万，创下

历史新高。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迎宾马术表演、

大型文旅演艺《炫·墨》，前5天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6.8%。长影世纪城联手吉林艺术学院，以实景打

造、真人演绎与舞美相结合的方式，重现长影经

典影片《英雄赞歌》。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

园推出《莲花仙子转》与大型抗战实景剧《抗联抗

联》，场场演出爆满。10月3日晚，辽源市首部大

型文旅舞台剧《辽水琶音乐古今》在超级ONE篮球

主题公园精彩上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现场观

看。此外，还有省交响乐团的《岁月留声》音乐

会、吉剧儿童剧《新版真假孙悟空》、长影乐团的

《我的祖国》交响音乐会等一系列精彩演出轮番

上演。

重点景区人气爆棚。国庆期间，全省各大景

区组织开展百余项文旅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观光

打卡。长白山景区受天气影响，1日天池未开放，

2日南景区未开放，假期前5天仍接待游客同比

增长 21.2%。查干湖景区推出非遗美食特产展

销，丰富夜游项目，假期前5天接待游客26.45万

人次。长春净月潭景区开展舞蹈快闪、乐队演

奏、国风演出等活动，假期前5天接待游客同比增

长37.5%。假期前5天，长春世界雕塑公园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105.8%。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6.6%。假期前4天，知北村游

客量超40万人次；防川景区、二道白河名镇游客

量均超10万人次；六鼎山、拉法山、嫩江湾、日光

山、南照山鹿乡、佟佳江旅游度假区等游客量均

超5万人次。G331国道白山段迎来客流高峰，截

至5日中午，约7.5万人次进入三道沟镇龙山湖

景区，约20.9万人次进入临江市。

文旅街区成为城市新地标。各地通过商业

街区的改造提升、迭代升级，打造出一批精品特

色文旅街区，成为游客城市游玩首选。长春这有

山“十一”期间启动云山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匠

人，把潮流文化、艺术、创意、生活方式以市集的

形式呈现出来，接待游客同比增长19%。通化龙

兴里开展“点亮中国红·东方腔调”国庆嘉年华等

50余项活动，累计接待游客18万人次。吉林市

百年老街——河南街举办“大东山水迎天下·江

城焕盛庆丰收”活动，接待游客16.9万人次。梅

河口东北不夜城举办“红旗漫卷·礼赞中国”国庆

活动，每晚6点半上演大型舞剧《红旗颂》，接待游

客16.84万人次。

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节日期间，省领导带

队以“四不两直”方式明察暗访文旅场所。省

文旅厅组成 4个暗访组，赴各地检查安全生产

和市场管理工作，共服务督导企业20户。各地

持续开展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截

至 10月 4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 2067 人次，

检查巡查文旅企业3874家次，发现并处理安全

隐患49个。

亮点纷呈 活力十足

国庆假期前5天全省文旅市场运行平稳

国庆期间，“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梅河新区第十五届多民族民俗文化节开幕，民族歌舞表演、手工艺品展览、美食文化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游

客近距离感受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隋二龙 王耀辉 摄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10月1日至5日，

吉林机场集团保障运输航班2091架次、旅客

吞吐量31.2万人次，同比2023年分别增长

3.5%和8.9%。吉林机场集团实现双增长的

背后，展现出吉林文旅发展的强大活力。

其中，长春机场表现尤为突出，保障运输

航班1814架次，旅客吞吐量274812人次，高

峰日10月1日航班更是达到379架次，旅客

吞吐量56534人次。

虽然国庆长假旅客的出行需求呈现出多

元化的特点，但根据OTA平台数据显示，五六

天的旅行出游占比较高，这反映假期旅行更

倾向于中长途旅游目的地，大量游客选择乘

坐飞机出行，奔赴心中向往的旅游胜地。

我省旅游资源丰富，壮丽的自然风光、悠

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吸引着来自

五湖四海的游客。为了给游客提供便捷的出

行条件，吉林机场集团不断增加航班架次、充

足运力保障，让游客能够更加轻松地规划行

程。长春机场在长京、长沪快线基础上，持续

打造至广州、深圳等快线；进一步打造至西

南、西北等长距离省会直飞航线，同步加密广

州、深圳、昆明、重庆、杭州、青岛等航点，推动

南航开通长春至昆明、长春至乌鲁木齐的直

飞航线。2024年夏航季，长春机场通航点达

84个，直飞航点占比89%。

“在这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中，长春机

场作为吉林机场集团的核心，表现尤为抢

眼。”吉林机场集团经营管理部谭士鹏介绍

说，国庆假期，长春机场预计完成航班起降

2520 架次，旅客吞吐量将达到 37.8 万人

次。与2023年同期相比，长春机场的航班

量和旅客吞吐量分别增长4.5%和7.6%。“这

显示出长春机场在区域航空市场中的强劲

竞争力，也彰显出其作为东北亚重要航空枢

纽的地位。”

10月1日至5日吉林机场集团
实现航班量旅客量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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