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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与传承

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张丹）今天，吉林艺术学院廉

政主题美术作品展在造型校区美术馆举行，吉林艺术学

院廉洁文化艺术节由此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和14所省属高校党委、纪委及艺术类学院

的代表参加了开幕式。

近年来，吉林艺术学院立足寓廉于艺、寓教于艺，始终

以廉塑人、以艺导人、以文化人，坚持不懈地推进廉洁文化

建设。两年一届的“中国·吉林廉政漫画展”已成为学院廉

洁文化建设的品牌活动。今年，为进一步巩固深化党纪学

习教育成果、形成廉洁文化建设合力，吉林艺术学院发起

共同组建吉林省高校廉洁文化艺术创作联盟的倡议，得到

了省内19所设立文艺美术设计类专业高校的积极响应。

廉洁文化艺术创作联盟的成立，为省内高校搭建了廉洁文

化艺术创作、交流、协作、共享的平台，本次廉政主题美术

作品展，正是艺术创作联盟活动的初步尝试和生动实践。

本次廉洁文化艺术节·廉政主题美术作品展共展出

100余件作品，包括联盟成员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长春大学4所高校美术学院

的近20件作品联合参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

雕塑、书法、海报、漫画、微视频等艺术形式，融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既

有墨香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也有数字技术的当代艺

术灵感，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廉洁文化的古墨传

承和时代价值。

据悉，展览持续至12月11日。本次廉洁文化艺术节

期间，吉林艺术学院还将举办专场文艺演出等系列展演

活动。

吉林艺术学院廉洁文化艺术节启幕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徐慕旗）今天，致

敬“人民教育家”黄大年交流分享会在吉林大

学举行。本次活动是“宣传弘扬‘人民教育

家’黄大年精神”系列活动之一，由省委宣传

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和吉林大学联合

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

动并讲话。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姜治莹参加活

动。

曹路宝指出，黄大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

出代表，要深入挖掘领会其宝贵精神的时代意

义；黄大年的感人事迹蕴含深厚的家国情怀，

要大力培树更多黄大年式优秀教师；黄大年精

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激励更多人才投

身吉林振兴发展。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深

入学习黄大年精神，传承黄大年事业，为推动

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

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播放了“致敬‘人民教育家’黄大年”

专题片。四位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

责人分别进行交流发言。吉林大学地球探测

与信息技术教师团队负责人刘财教授、东北师

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教师团队负责人邬

志辉教授、延边大学湿地与生态教师团队负责

人朱卫红教授、吉林农业大学农产品精深加工

教师团队负责人刘景圣教授分别讲述了团队

弘扬践行黄大年精神，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

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吉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石瑛带来了黄大年事迹专题

教学示范课，围绕黄大年精神的内涵、黄大年

精神的时代价值、黄大年精神的传承三个方面

进行了讲解。

我省举行致敬“人民教育家”黄大年交流分享会

“11月15日，全省教育科技人才大会胜利

召开，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吉林的科技人才

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农阳光数据有限

公司首席技术官刘志明在会议结束后，第一时

间在公司内专题传达了全省教育科技人才大

会精神。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自

2016年公司成立以来，中农阳光数据一直将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作为立身之本。在吉林

省股权、吉林省科投、长春市股权和吉林省中

科创投等本省国有投资机构支持下，打造了一

支汇集遥感、气象、AI技术等多领域留吉返乡

人才组成的专业化团队。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历经数年，团队自主研发出国内领先的

“AI+星气视空地”五位一体数智化技术和“五

农合一”数智化综合服务产品，牵头制定1项

地方标准，获得1项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获得18项国家专利、84项软著，成功研发

200多种核心算法，累计合作承担国家和省部

级数字化科研项目达70余项，已成功在全国

多个省区进行推广应用。

“8年时间里，公司实现了创新路上质的

飞跃。支撑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是发挥吉林省

‘空天信息’技术优势和‘光天信息’产业优势，

立足吉林省农业优势资源和生态优势资源的

发展特色，建立起吉林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

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增产增收，推动吉林现代

农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吉林乡村全面振

兴。”中农阳光董事长赵明述说着这支专业化

团队做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初心。

今年夏季，在九台区红光村贡米种植基

地、公主岭市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内，作物长势、

土壤状态、品控数据等详细信息被传输到远在

几十里之外的大屏幕上。通过卫星遥感、无人

机航拍、气象监测等技术，让水稻和玉米的种

植有了全程把控、跟踪监测和品质溯源，这正

是中农阳光数据有限公司为吉林大米、吉林玉

米和吉林人参等特色农产品量身打造的全产

业链“数字农场”。

“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我们意识到，面

对越来越精细的用户需求，必须建立以专业

人才推动专业化业务的发展模式。”刘志明表

示，近年来，公司围绕粮食安全、黑土地保护、

绿色生态和乡村治理等方面，与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建立了“产、学、

研、用”合作机制。在卫星遥感、气象分析、计

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领域，与

中国科学院王会军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合作，

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形成长春高端人才集聚、

前沿技术引领、协同产业发力新格局，人才引

进累计达300余人。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是

创新发展的驱动力。近年来，为推动“产、

学、研、用”加速融合、协同发展，中农阳光数

据与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师范大

学、长春理工大学等省内多所高校签订校企

合作协议，联合培养人才。校企联合招生、

校企共建实验室，推动校企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通过深化合作、资源共享、交流互动，

不断完善人才发展培养体系，促进专业与产

业的“同频共振”。

“未来，中农阳光数据将继续知行合一，把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在实处。以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创新，依托技术优势，搭建物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的科技创新平台，以‘星地融合+光

气联动’助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刘志明

说，企业也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

神，构筑人才高地，助推吉林省全面振兴和高

质量发展。

中农阳光数据有限公司：

构 筑 人 才 高 地 引 领 创 新 发 展
本报记者 郑玉鑫

前不久，伴随着今冬首场大规模降雪，长

春光华学院的校园一晚“变装”，成为学生们

的“冰雪乐园”，点燃了学子们的设计激情。

长春光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近200名师

生按照约定，来到篮球场，在“白色画板”上挥

洒青春创意，共同享受冬雪带来的“乐趣”。

尽管寒风凛冽，同学们却兴致盎然，拿着

铁锹、小铲子将积雪按事先准备好的图纸收

集堆放。

“今年我们雪地画的主题是‘弘扬航天

精神，成就青春梦想’，包含航天员、太空舱、

地球、火箭等元素。设计的整体造型细节

较多，需要用小铲子不断修整线条。为了保

证成图效果，同学们分为6组，各有分工。”

大三学生刘畅介绍说，艺术设计学院学生们

早在9月开学之际，就已经开始了筹备雪地

画，通过前期在校园内征集主题，收集手稿、

设计构图、实地排版、准备工具等工作，就等

着这第一场大雪的到来，一展身手。经过10

个小时的集体创作，师生们完成了总面积达

1200平方米的雪地画。同时这也是长春光

华学院连续第7年完成与吉林冰雪的“艺术

之约”。

近年来师生们陆续创作出“九天揽月 筑

梦苍穹”“青春献礼亚运会”等精彩作品，雪地

作画已经成为长春光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的

品牌项目。

“我的家乡很少能见到雪，上大一时，被

学长学姐带领进行雪地作画。今年，我作为

大三学长，也带领着10多名大一新生一起创

作，真正感受到了学院的文化传承。”大三学

生孔扬说。

新雪季的到来，也让长春光华学院越野

滑雪队队员们热血沸腾。作为长春市较早开

设滑雪课程的高校，学院于2009年创建了校

越野滑雪队。多年来，在越野滑雪、越野滑

轮、滑雪定向等各级各类冰雪赛事中累计获

得各类奖项517项，其中冠军108项。

为了迎接新雪季的各项赛事，越野滑雪

队的队员们已经开始调试装备，开展雪上训

练。

“今年学校将有57名越野滑雪队队员参

与各项赛事，现在队员们正在进行器材转换，

将夏季训练的滑轮变成冬季的滑雪板，同时

组织运动员上雪场，适应温度及场地。”公共

体育教研部主任刘光大表示，新雪季，滑雪队

将以37名大一新队员、20名老队员的阵容，

向各项赛事的金牌发起冲击。

来自江苏徐州的大三学生刘宇洋接触越

野滑雪赛事已两年，在上个雪季，初出茅庐的

他获得了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越野滑雪长距离

赛甲组第六名、2023—2024赛季全国大学生

越野滑轮锦标赛男子5km传统式个人出发亚

军等成绩。“去年积攒了许多赛事经验，滑雪

队的学长学姐也传授了珍贵的动作要点和技

巧。今年作为老队员，我即将参加12月8日

开幕的2024—2025全国滑雪定向挑战赛，我

将努力拼搏，取得好成绩。”刘宇洋充满信心

地说。

长春光华学院——

雪 地 作 画 拥 抱 新 雪 季
本报记者 郑玉鑫

农安县高度重视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通过对辽塔的
修缮加固及整治周边环境等措
施，全力确保这一地标性文物
建筑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李姣月 摄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

1950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从辑安县

（今集安市）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

和水下桥率先渡江入朝，由此这里

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部队

的最早出征地，被称为“抗美援朝

第一渡”。

而今，聚焦红色资源，赓续红

色血脉，弘扬抗美援朝精神，集安

市在鸭绿江国门景区打造抗美援

朝运动红色廊道，已成为中国东北

边境知名的红色旅游景区。

眼下，虽已时值初冬，集安抗

美援朝运动红色廊道绿柏苍翠，鸭

绿江水缓缓流过，驻足阅读《集安

抗美援朝赋》，让人热血沸腾。追

寻“红色印记”，一批批游客在讲解

员的带领下，通过听讲解、观图片、

看视频等方式，了解抗美援朝战争

的红色历史、战争过程及重要意

义，追忆革命先烈的峥嵘岁月。

“廊道全长500米，由抗美援

朝战争概述、‘抗美援朝第一渡’、

辑安渡江部队创造的英雄壮举等

10个部分组成。集安作为抗美援

朝后援地的最前沿城市，派遣了担

架工、修道工、修桥工、战地翻译等，我们把这些故事整体陈

列出来，并增加‘喊泉’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签字墙等

体验式设施，激发参观群众的爱国热情。”集安鸭绿江国门

景区经理孙连华说。

行走在集安抗美援朝运动红色廊道中，游客欣赏两国

风光、了解抗美援朝历史、打卡“东北第一条音乐公路”、聆

听《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重温那段雄赳赳、气昂昂的

峥嵘岁月。

“第一次来集安旅游，在当地人的强烈推荐下来到红色

廊道，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解，了解了集安在抗美援朝时期

的历史故事，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抗美援朝精神。”游客赵琳

琳说。

孙连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5

万人次。每当有抗美援朝老兵来到这里时，游客们就会围

聚在一起，听老兵讲述往昔的故事。”

让红色文旅持续火热，集安市先后举办“抗美援朝第一

渡追忆”“风情鸭绿江”文艺演出、志愿军后代座谈会等活

动；推出“赓续抗美援朝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为主题的

研学课程等；开展“红领巾小小解说员”活动，让爱国主义教

育从孩子抓起，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丰富多样的活动让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那段英雄历史，进一步提升集安“红色旅

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近年来，集旅集团特别注重红色资源的挖掘和保护，

聘请专家梳理红色资源，定期修缮遗迹遗址，组织专业红色

讲解员大赛，还开发了多条红色研学线路和研学精品课程，

其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获得省级精品研学课程。同时，

我们通过线上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集安的红色

文化。”集安旅游发

展集团副总经理于

瑞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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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日前，记者走

进吉林桦甸经济开发区年产1.8万吨大豆蛋

白粉生产加工项目现场，看到一排排生产线已

完成安装，正在进行收尾工作。现场负责人王

庆海告诉记者：“项目于去年7月末开工，总投

资5亿元，年底前就能进行试生产。这个项目

对于挖掘大豆精深加工潜力、延伸大豆产业链

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桦甸经济开发区以“续建项目抓竣

工、新建项目抓开工、储备项目抓落地、重点项

目抓提升”为目标，紧盯全年项目建设任务，成

立项目专班，落实包保机制，多措并举推进项

目建设工作。

“我们对白云生态食品、众利食品、修源

药业等域内16个新建和续建项目进行实地

联合巡检考核，采取‘看项目形象进度、查固

定资产投资、听企业经营情况’等方式，逐个

项目跟踪评估，对建设成果逐项验证，确保全

市项目建设快速推进。”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沈士棋介绍说，他们还重点考核包保干部工

作情况，以此作为绩效考核、兑现奖惩的重要

依据，营造人人盯项目的干事氛围，并围绕巡

检考核过程中发现的核桃乳二期电力迁改、

冷链食品手续办理、北京优而康设备购置安

装等12个难点问题，提出具体推进措施，明

确完成时限。

“项目建设‘快’是目标和方向，‘质’是根

本和基础。”沈士棋告诉记者，为了尽快破解项

目建设中存在的9大类35项难题，开发区建立

了全流程一体化推进机制，为项目提供政策辅

导、规划引导、业务指导等服务，提前介入手

续，减少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目前，桦甸

经济开发区共有建设项目16个，已建成13个，

其中已达产3个。

桦甸经济开发区——

全流程服务项目建设

（上接第一版）导游员栗娜热情地为游客们介绍着龙井市

的特产，以及景区的各种展览馆和游玩项目，她说，琵岩

山不仅是旅游风景区，更是多民族大家庭“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见证。

除琵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外，龙井市还依托生态、民

俗等特色旅游资源，打造了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等旅

游促“三交”基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景区

建设、展陈展示、讲解体验、宣传推广之中。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来龙井看山看水，在你来我往的

交流中，在彼此欣赏的互动中，各民族群众越走越亲近，

中华民族大家庭越来越和美。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如今，行走在龙井市的大

街小巷，处处可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场景。生

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和谐发展、

和衷共济，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进步之

花常开长盛，绽放得愈发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