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4年11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 李达 刘洋
要闻

电话：（0431）88600606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马璐）今天，为期

4天的第五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下帷幕。首次亮相

的吉林展区也在本次博览会上收获颇丰，不

仅展示了我省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产业实力，

也进一步加深了我省与长三角地区在文化产

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展会期间，吉林展区通过一系列精彩

纷呈的展示活动，如滑雪模拟体验、文创产

品展示、非遗体验互动等，让参观者亲身体

验到了大美吉林的独特魅力。无论是上海

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在参观吉林展区

的过程中，都对饱含吉林风情的特产和文

化赞不绝口，冰雪文旅、人参和松花石等成

为热议焦点。吉林省多家参展文化产业企

业也在本次展览中拓展了“人脉”，扩大了

“朋友圈”，不仅把自己的特色文化和产品

推广出去，更吸引了不少合作意向和潜在

客户。此次展会中，林田国际汽车创意有

限公司带来的航空文化系列创意徽章，也

成为广大徽章收藏者和航空爱好者的热门

选择。“第一次参加长三角文博会，让我们

文创企业收获很大，更感受到了长三角地

区强大的市场潜力和文化活力。我们期待

未来能与更多地区和企业进行交流合作，

携手共进，推广航空航天方面知识和文化，

助力中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林田国际销

售部经理赵博睿说。

长三角文博会的吉林展区，不仅是一个

展示吉林文化魅力的窗口，更是一个促进文

化交流、商贸合作的优质平台。在这里，每

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吉林人民的热情与智慧，

每一件展品都讲述着吉林的故事与传奇。

“通过这次展会，吉林展区不仅提升了自身

的知名度，吉林的文化与魅力得以更广泛地

传播，也为吉林省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吉林展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未

来有更多人可以去吉林，近距离感受吉林的

风土人情，爱上吉林这片“热雪沸腾”的宝藏

之地。

第五届长三角文博会圆满闭幕

吉 林 展 区 首 秀 收 获 满 满

泱泱华夏，从不缺少民族英雄。有平

定匈奴决战漠北的霍去病，有北上抗金怒

发冲冠的岳飞，还有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

左宗棠……晚清时期，有这样一位民族英

雄，在国之将倾之际，凭借自己的爱国情怀，

兴边固防、开边通海、舌战列强、誓死保卫边

疆，他就是吴大澂。

清代吉林东部包括珲春、宁古塔、三姓等

地区，满清入关后，视这一带为“龙兴之地”而

长期禁垦、限居。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走

向衰落，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

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当时吉林东部沃野荒无人烟，有疆无界、有边

无防，为沙俄入侵洞开方便之门。沙俄越界

伤人、偷移界牌，珲春边境事端不断，还使中

国丧失了沿日本海所有领土。

为抵御沙俄侵略，光绪六年（1880年），

清廷着赏河南河北道吴大澂三品卿衔，前赴

吉林随同将军铭安办理防务。同年十二月初

二，吴大澂第一次来到珲春，查阅副将郭云长

所练卫字军马队一营、步队二营。在途经凉

水泉子（今图们市凉水镇，原珲春副都统辖

境）时，他看到珲春人烟稀少、经济凋敝、交通

闭塞的景象，心中感慨万分：“我初度地凉水

泉，六十里中无人烟。膏腴一片空捐弃，临江

四顾心茫然。”

为此，他冒着侵犯清王朝200多年来“边

外皇祖龙兴之地不得开垦”的祖制之风险，上

书光绪帝请求大开边禁，招民实边，从关内移

民到珲春等地开荒耕种。由于他屡次上书，

情辞恳切，陈说利害，终于感动光绪帝和慈禧

太后，准许他的奏请，命他招移民到吉林东陲

耕种土地。

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委派能吏李金

镛任珲春招垦总局总办（东北第一个招垦局

负责人），在五道沟、延吉南岗、黑顶子等地设

立招垦分局，负责珲春解禁后招垦实边及边

界交涉事宜。接着派员去山东招收移民垦

边，允许私自越图们江到珲春境内开荒种地

的朝鲜农民入籍落户。

新落户的移民开荒种地，每棚（10户）给

车3辆；每2户分1头牛，牛按半价给垦民，牛

价款3年还清；所开垦土地，3年内免交税赋，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移民们开发珲春的热情。

他还亲自手书匾额，以示对劝农垦田的重

视。珲春地区人口明显增多，土地得到开发

利用，出现了“朝出耦耕荷锄便”“鸡犬农家相

毗连”的新气象。

原珲春副都统管辖的延吉、和龙、春化、

敬信等地和原宁古塔副都统管辖的宁安、东

宁、穆棱、密山等，均因招垦设局而逐渐发展

成今天的边疆重镇。吴大澂冒着生命危险破

除“封禁”，招募关内贫民“移民垦荒”，开创了

近代东北开发的先河。

吴大澂刚刚担任吉林边务督办后，就不

断实地勘察和比照条约协议，发现沙俄私自

移动多处界碑，恶意侵占我国领土黑顶子地

区。他气愤不已，决定与沙俄交涉，誓要讨回

失去的领土。面对吴大澂的交涉，沙俄态度

强硬，气焰嚣张，甚至进行武力威胁。吴大澂

深知，兴军固防是重事，有足够的实力才能震

慑住沙俄，从而进行平等谈判。

于是，吴大澂会同吉林将军铭安，奏请朝

廷改制八旗兵，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编练

新式防军。从各地招募青壮年驻守边疆，次

年防军增至9000人，后统称靖边军。加强训

练，修筑炮台，创建水师，戍边垦荒，经过一系

列改革后，该军已具备较强作战能力，成为一

支边疆劲旅。

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还奏请朝廷

创办了吉林机器局，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的

近代兵工业，成为洋务运动中较有成效的

军工厂局之一。该机器局生产出了以枪

弹、炮弹和火药为主的军需物资，满足了吉

黑两省防务需要。吉林机器局还自行研制

新式枪炮、试造轮船，并在全国最先采用机

器制造银元，为抵御外币、维护经济安全发

挥了作用。

由于吴大澂在督办吉林防务期间，采取

了一系列巩固边防重要举措，使得沙俄政府

不敢小视吉林，“俄人始稍稍敛迹矣”。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初二，吴大澂奉

命与俄方代表会商勘界。四月二十二，双方

开始商谈东部边界问题，史称岩杵河勘界会

议。谈判桌上，双方针锋相对，言辞激烈。

争论激烈的莫过于土字牌重立问题。

当时，土字牌已无迹可寻。俄方代表巴拉诺

夫说，土字牌原来立的地方，离海口44里。

吴大澂当即提出，应该按照咸丰十年（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订立的条文，由海口量

准中国里20里，在江边补立土字牌。巴拉

诺夫诡辩称，海水涨潮灌入的地方才是海

口，土字牌应在离海口 44里的地方补立。

吴大澂当即反驳说，“海口即江口”，“若论海

水所灌，潮来时海水进口不止二十里，潮退

时江水出口亦不止二十里。所谓江口应该

是海滩尽头，必须按照条约规定，由海口量

准二十里立牌。”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沙草

峰以南岭下江岸地方竖立土字牌。沿江测

量，立牌位置照比以前扩展18里，直线量约

14里。距图们江口沿江测量为30里，陆路

取直测量为27里。此立牌位置就是防川哨

所土字牌所在位置。

除重立土字牌外，还在珲春中俄边界添

设了“啦”“萨”2块界牌和16个边界记号，扼

止俄国向西扩张。所有界牌都换成石碑，并

绘成边界图，画押钤印。

黑顶子是吴大澂列入岩杵河勘界会议的

另一个主要议程。黑顶子又名乌尔浑山，为

珲春南部中心之地。在岩杵河第二次堪界会

议上，吴大澂用自己亲自查勘来的确凿证据，

据实辩驳，意志坚决，终于迫使沙俄同意将黑

顶子归还中国。会议决定：“中国界内黑顶子

地方旧有俄国卡伦、民房，议明于1886年 6

月，即光绪十二年五月，迁回俄境。两国勘界

大臣各派委员前往该处交接明白。”

黑顶子收复当年，清政府就派遣靖边军

进驻此地。光绪十三年，开始在黑顶子试办

屯垦；光绪十六年，在黑顶子设招垦分局，移

民实边。

争取图们江出海口权是岩杵河勘界会议

的又一重要成果。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

签订后，中国丧失了图们江出海口。为了改

变这一局面，吴大澂提出，图们江出海口应作

为中俄两国公共海口，“由土字牌至图们江口

三十里与朝鲜连界之江面海口，中国有船只

出入，不得拦阻。”俄国谈判代表说，出海口权

一事需要报送俄国总理衙门。此后，吴大澂

又数次就图们江出海口权与俄方交涉，最终

于1886年9月18日，俄国外交部回复，同意

图们江为中俄公共海口，今后中国船只可以

自由出入图们江口，俄国“不得拦阻”。至此，

这项内容作为附件，纳入《中俄珲春东界约》

体系之中。

经过数月谈判，双方签订了《中俄珲春东

界约》。从1840年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72

年间，清政府与各国列强签订数十个丧权辱

国的条约，只有吴大澂与俄国签订的《珲春东

界约》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条约。

在珲春市防川边防文化展览馆，有一尊

吴大澂铜像和一个仿铜柱。这一仿制铜柱，

上面刻字的内容就是当年吴大澂在珲春勘

界与俄国谈判时所立铜柱刻写的内容：“光

绪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珲

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

事，立此铜柱。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

可立不可移”。

半坡日落马蹄轻，树杪云归雪乍晴。

猎户追狍迷草路，牧童引犊卧松棚。

岸凌水阔知晴暖，野山风多入夜明。

地僻屯稀投宿早，得闲行处且闲行。

这首《闲行》是吴大澂所作，诗中充分体

现了其当年在东北边陲废除封禁、兴边固防、

开边通海、抵御强敌，给当地人民带来富足和

安逸的生活景象。

如今，珲春市区的吴大澂广场，郊区的

东西炮台遗址、吴大澂花岗岩雕像，以其手

书“龙虎”二字命名的龙虎阁、阁内的吴大澂

铜像……人们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场所向

吴大澂表达敬意。吴大澂为寸土尽寸心的

英雄壮举和稳边固防的大胆改革，不仅仅是

一段历史故事，更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和自

豪；他的爱国情怀和坚韧不屈的精神，永远

激励着吉林儿女奋勇拼搏。吴大澂这个名

字，响彻吉林大地。

民族英雄吴大澂：

寸 土 尽 寸 心 功 业 铭 东 陲
本报记者 祖维晨

连日来，舒兰市林业局针

对冬季气候干燥、火源管控难

度加大等问题，全面加大火险

隐患的排查力度，加强重点林

区巡查，全力确保森林资源安

全。图为护林员在瞭望塔上监

测、排查火灾隐患。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本报11月 25日讯（记者张宽）今天，第一届全国青少

年“三大球”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半决赛展开激烈角逐，吉

林男足在与上海男足的交锋中以2比5不敌对手止步半决

赛。

本场比赛双方大打攻势足球，上半场，吉林男足场面被

动，让对方攻入3粒进球。面对0比3落后的局面，吉林男足

的小伙子们并未气馁，而是按照教练组的战术要求与对手周

旋，他们在下半场中连续打入2球，但无奈与对手实力差距较

大，上海男足在下半场再次攻入2球，最终吉林男足2比5败

下阵来，无缘金牌争夺战。

赛后，吉林队主教练阎峰对记者说：“为了打好首届全国

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我们抽调了长春亚泰梯队中的精兵

强将组建了吉林男足。经过3场小组赛和四分之一比赛的磨

炼，吉林男足得到了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即使面对逆风球，

也能凭借自信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11月27日，吉林队将与四川队进行本届运动会男子足球

的铜牌争夺战。

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

吉林男足将与四川队争夺铜牌

民族式摔跤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浓厚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是力量与智慧的“跤”量。这项运动给记者感觉就

是观看时不能分神，需要目不转睛地盯着比赛现场，静静地观

看其中一方打破僵局。当比赛分出胜负的一瞬间，会情不自

禁地想要为这些摔跤手们高声喝彩。这，应该就是民族式摔

跤的魅力。

在该项目上，我省选手金光俊为我省代表团赢下了首个

一等奖。金光俊在比赛中沉着冷静，稳扎稳打，不负众望，给

现场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光俊表

示：“我在比赛中感觉特别好，没有紧张感，当踩到场上电子感

应器的那一刻就感到浑身充满力量。”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

项运动对体重的要求十分严格。“由于级别的限制，我是最小

级别52公斤级，此前我的体重还是差很多，所以要把体重控

制下来。这次减重是25斤，在30多天内快速脱水，身体各方

面也承受了较大压力，但还是坚持下来，最终问鼎，十分开

心。”金光俊说。

减重不减劲 众望扛在肩
——访我省代表团首个一等奖获得者金光俊

本报特派记者 张政

本报三亚11月25日讯（特派记者张政）今日的第十二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比赛赛场依旧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我省代表团的健儿们继续向着领奖台奋勇拼

搏并在多个项目中有所斩获，共收获5个二等奖和3个三

等奖。

龙舟赛场，我省选手依旧在三亚河上演高光表现。经

过紧张激烈的比拼，我省选手分别在男子组小龙舟500米直

道赛、混合组标准龙舟500米直道赛、混合组小龙舟500米

直道赛和女子组小龙舟500米直道赛斩获3个二等奖和1个

三等奖。

继昨日获得佳绩后，我省代表团秋千选手今日再次发力，

吉林姑娘们奋力荡绳，既荡出了高度，又拼出了速度，不断尝

试超越自我，挑战高度难度。最终，我省选手郑佑珍获得55

公斤级单人触铃赛二等奖，队友李美珍获得55公斤级以上单

人触铃赛三等奖。

民族武术今天迎来收官日，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我

省选手继续上演“侠客行”，“功夫高手”在赛场上将武术精

神演绎得熠熠生辉、淋漓尽致。其中，我省队员范弘轩、刘

耘庚和杨瀚竣在比赛中刚柔并济，英姿飒爽，赢得阵阵掌

声。最终，范弘轩在男子软器械三节棍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同时他还和队友刘耘庚、杨瀚竣摘下了男子对练项目三人

对练赛的三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我省代表团再获5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

本报讯（吴林锡 记者陈沫）11月23—24日，吉林·长白山

人参主题展馆在广西南宁第二届世界林木业大会上精彩亮

相。全省24家企业、3所科研院所，共带来鲜参、干参、人参食

品、人参保健食品、人参化妆品、人参日用品等300多种人参

名优产品，在现场展出和销售。以长白山人参为专题的展出

模式，是吉林在此次大会上的一大亮点，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

观展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主题展馆以吉林山川美景为造型，以象征我省广袤森林

和长白山千年积雪的“绿”“白”为主色调，结合人参知识、人参

文化等元素，通过图文、视频、现场解说等形式，全面展示出吉

林长白山人参的悠久历史、深厚底蕴和无限商机，表达了吉林

诚邀八方来客的款款“参”情。

展馆设有吉林长白山人参专题片播放、专家现场讲解、人

参系列产品展出、中医义诊、人参非物质文化展示、人参采挖

模拟等6大体验区。观展者通过听现场讲解和亲身体验，了

解人参不仅是药品，也是食品。其中，中医义诊体验区，邀请

了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人参专家、教

授，现场讲解人参药用机理及功效，并进行免费义诊，该体验

区参观者络绎不绝，场面最为火爆。

据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东友介绍，在这次世界林木

业大会上，省林草局专门开设了吉林·长白山人参主题展馆，

借助世界林木大会这样的大平台和窗口，把长白山人参的历

史文化、神奇功效和名优产品集中宣传出去，推介出去，让更

多的人了解吉林长白山人参，了解吉林。

目前，我省把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专项来部

署，围绕人参产业规划，健全人参市场诚信体系、人参规范

化种植体系、人参精深加工产业体系、人参品牌营销体系，

举全省之力将人参产业打造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

示范产业。

世界林木业大会上长白山人参受关注

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近日，吉林省医保

局印发了《吉林省医保领域助力冰雪运动高

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16项服务举措》

（以下简称《举措》），助力激发我省冰雪经济

活力，全面提升医保服务水平，为冰雪运动和

冰雪旅游发展提供保障。

《举措》明确，将为省内冰雪运动学院

参保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提供上门和远程

帮办代办服务，帮助他们快速完成异地就

医备案、增减员和转移接续手续。对于患

有运动损伤、职业病等特殊疾病的运动员

和教练员，还将提供医保政策解读和专业

的代办服务，确保他们在家即可办理医保

业务。

为方便异地游客、运动员、教练员、赛事

工作人员和观众就医结算，《举措》提出优化

定点医药机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并在

重点区域设立快捷结算窗口，设立异地游客

医保服务岗，与骨科等重点科室建立创伤急

救绿色通道，优先挂号诊治，协助解决就医结

算困难，确保确需紧急救治的参保群众得到

及时救治。

《举措》还为省内参保持“吉享卡”“吉健

卡”的优秀运动员及教练员开辟“绿色通道”，

在办理关系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等各项医保

业务时，享受“绿色通道”“一对一”专属服务，

并在重点医院享受精细化、人性化的全流程

点对点就医服务。

为方便异地游客、运动员、教练员、赛事

工作人员和观众咨询医保问题，《举措》提出

多种渠道提供服务，包括在微信公众号、小程

序上推出问题集锦专栏，有针对性地高效高

质回复医保问题；在12393医保客服平台开

通冰雪旅游、冰雪赛事医保服务热线直通车，

并提供工单跟踪专办服务；在重点区域设立

固定和移动式“医保驿站”，提供医保咨询、帮

代办等一站式服务；到冰雪运动学院宣讲医

保知识，并与冰雪赛事、冰雪主题旅游演艺合

作宣传，现场设立医保知识宣传点等。

我省医保16项举措助力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