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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7日讯（记者王雨）边城和龙，雪舞冰封；老里

克湖，银装素裹。今天上午，2024—2025延边州新雪季启动

仪式在和龙市老里克景区举行。数千名游客齐聚于此，在欢

乐海洋中尽情畅玩，体验雪地摩托的刺激、马拉爬犁的悠然、

围炉煮雪的温馨。

活动现场，和龙市文化馆呈献暖场演出，舞者们灵动的

身姿于冰雪世界中翩然起舞，拉开了整个雪季的序幕。启动

仪式上，老里克景区与互通万象文化传媒集团签约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同制作雪域、文旅微短剧《湖之恋语》。同时，还

举行了老里克景区与吉林省和平大戏院集团联合出品的沉

浸式主题演艺《北境密码》揭牌仪式。

据了解，今年，老里克景区全新推出一系列特色项目，让

游客在冰雪世界玩得尽兴。“空中漫步”热气球升空体验项

目，可将老里克尽收眼底，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雪国列

车”主题餐厅内，东北风、朝鲜族民俗风、俄罗斯风情餐厅车

间，为游客提供独特的餐饮体验和视觉盛宴；民俗歌舞剧“红

太阳照边疆”、热雪DJ派对，增强游客体验感、参与度；景区今

年新增两条雪地摩托、马拉爬犁线路，新建两个换乘驿站，既

能够提升游客自驾穿梭林海雪原乐趣，又能够解决游客排队

时间长、体验感不足等问题。

“很震撼！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像童话王国一样。”来

自湖北的游客刘婷婷感叹道，第一次来东北，在老里克景区

徒步，好似走进梦幻仙境。

“这里的人热情，美食好吃，风土人情都特别美。”山东游

客贺伟兴奋地说，老里克景区的壮美景象让他觉得不虚此

行，以后要带家人再来一次。

随着礼炮齐鸣，标志着2024—2025延边州新雪季正式拉

开帷幕。新雪季，延边州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冰雪季系列活

动，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一批冰雪旅游景点和旅游

精品线路，推动“冷资源”迸发“热效应”，利用粉雪资源丰富

文娱生活、促进消费需求、扩大城市影响力，打响延边文旅冬

季IP的区域性品牌号召力，实现“引千万游客入延”目标，在

致力呈现“歌美延边、舞美延边”的同时，重点做到“冰美延

边、雪美延边”。

2024—2025延边州新雪季启动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刘帅）
今天，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

在长春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

玉亭出席并致辞。国家卫生健康委

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余艳红出席并讲话。张

恩惠、李国强、王志厚、王子联、高志

国、姜治莹参加活动。

胡玉亭首先代表吉林省委、省

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

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关心支持吉

林振兴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

他说，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

以“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 提升国际

影响与服务能力”为主题，集中展示

中医药科技前沿成果，搭建中医药

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对促进中医药

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共谋人类健

康福祉意义重大。

胡玉亭表示，吉林是中国重要

的中医药大省和“天然药库”。当

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论述，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保护发掘中医

药资源，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推

动“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跨

越。我们以“振兴中医”为使命，实

施以人参产业为引领的中医药振兴

发展重大工程，打造一批“吉药老字

号”，培育一批细分市场“单项冠

军”，持续擦亮吉林人参、梅花鹿等

“金字招牌”。深化中医药科技教育

人才产业一体化改革，推动“产学研

医用”融合发展，聚力攻坚一批中医

药领域“卡脖子”技术，孵化推广一

批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我们以

“人民健康”为初心，实施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打造医食融

合、医养融合、医旅融合全链条，推

进“互联网+智慧中医药”建设全覆

盖，加快实现“县县有中医院、乡乡

有中医馆、村村有中医”。我们以

“优化营商环境”为保障，升级优惠

政策，提供要素保障，打造一流环

境，以药为媒、面向世界，弘扬国医

精神，深化互学互鉴，不断开创中医

药合作新局面。希望各界有识之士

为吉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把脉问

诊、建言献策，欢迎企业来吉洽谈合

作、投资兴业，共同收获中医药产业

发展的丰硕成果，携手谱写“健康中

国”建设吉林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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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县农安镇南关
村近年来大力发展冬季
棚膜经济，通过种植大
樱桃、龙葵等特色果蔬
作物，带动采摘旅游、农
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发
展 ，村 民 收 入 稳 定 提
高。图为种植户在为樱
桃梳花。

本报记者 李姣月

刘奥琪 摄

冬已至，天愈寒，白山松水黑土地，围着

火炕话丰年。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群特

殊的“农民”正悄然改变着乡村面貌。他们是

被亲切称为“田秀才”“土专家”的乡村人才。

他们是深谙农业技术、富有创新精神的乡村

精英，他们以实际行动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成

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近日，本报《翠花走千村》栏目组记者走

进榆树市五棵树镇广隆村。“今年我们采用宽

窄行播种模式和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实现

玉米产量增长。”榆树市天雨机械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丛百元告诉记者。

丛百元在合作社推进农机农艺深度融

合，开展“水肥一体化+密植”稳产，开展标准

化服务作业，严格把控种、肥、药、水等生产环

节，按每公顷9万至10万株高密度播种，配套

实施少量多次水肥冲施和化控防倒伏技术。

目前，合作社“水肥一体化+密植”种植面积近

300公顷，玉米产量可达16000公斤/公顷，较

普通种植模式增产2500公斤，有效提高粮食

产量，直接带动农民增收。

现在，天雨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已经是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丛百元深入推广

高产技术，促进了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带领

小农户迈入现代农业发展快车道。

入冬以后，北方气温骤降，但辉南县样子

哨镇太平沟村的温室大棚却温暖如春，成熟

的红提挂满藤蔓，果香四溢。太平沟村党支

部领办的新时代温室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是集观光旅游、果蔬采摘、家庭配送为一体的

生态园区，占地200亩，其中温室大棚57栋、

日光棚32栋，主要是棚膜种植绿色果蔬。

村党支部书记张晓东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

创业致富、富村裕民之路。虽然村里的产业已

经具备一定规模，但张晓东认为，村里的产业要

想持续地做下去，还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2022年太平沟村吸纳返乡创业人员15

人，引进农业专业技术本科生2人，成了合作

社的中流砥柱。张晓东带领社员抓示范、引

技术、创品牌、闯市场，成为带动当地农村经

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新的火车头。

东辽县凌云乡华宇家庭农场是集养殖生

猪、肉牛、“溜达鸡”为一体的综合性农场，现

已发展出“独有种养+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华

庭平川模式”。

农场主人于华说：“从最初的养猪、养

牛，解决猪粪、牛粪，一步一步完善，形成了

生态‘闭环’。”华宇家庭农场养殖肉牛，产生

牛粪； （下转第二版）

“ 头 雁 ” 领 航 雁 齐 飞
——《翠花走千村》之乡村人才振兴微观察

本报记者 冯超

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智慧交织、思想碰撞。在这个白雪皑皑、

银装素裹的季节，聚光灯再一次对准长春。

12月7日，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2024

长春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

2024长春健博会）如期而至。

医药健康领域的院士专家、院长校长，20

多个国家和国内29个省区市、港澳侨知名企

业家、商协会组织负责人相聚一堂，携手共赴

这场星光璀璨的“医药之约”。

群星闪耀，现场“把脉开方”。

“长春健博会的举办，为我们的科研人

员、医务人员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使

我们有机会与世界同行同台交流，汲取最前

沿的理论知识和创新理念，更好地为患者提

供治疗方案，攀登中医药高峰。”岐黄学者、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教授王健表示。

在中医药文化体验展区，知名专家现场

问诊把脉、开方治病，前来诊脉的群众络绎

不绝。中药香囊制作、打香篆、中药手工搓

丸等活动，让参观者全方位、沉浸式感受中

医药魅力。全国名中医、长春中医药大学终

身教授刘铁军表示，长春健博会是一次难得

的机会，要利用这个世界级平台把中医药文

化传播出去。

科技创新，点燃“发展引擎”。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医疗行业带来

更高效、更智能的变革。讯飞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长春健博会上展出了讯飞星火医

疗大模型2.0，赋能智慧医院建设。上海联

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携联影5.0T磁共

振等多款行业前沿产品亮相。

能为航天员在太空调理身体的太空针

灸，被天津中医药大学航天医学团队带到长

春健博会。团队负责人邱继文教授介绍说：

“这是一种便携式穴位电刺激装置，是我国传

统针灸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成果，未来将

服务于更广大人群的全生命周期。”

智能手表、智能心电衣、智能睡眠床

垫……智能养老设备展台区吸引着参观

者的目光。惠爱医养工作人员张拓说：

“这次参展带来了适老化的设施、设备，智

能化的养老产品，希望更多的老人在‘科

技范儿’中享受晚年生活。”

“参”机无限，擦亮“金字招牌”。中国农

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携黄果人参、福星1号

等8种独立培育的人参、人参稀有皂苷、臻森

坊化妆品等参展，众多参企和科研院所也纷

纷亮出自己的创新产品。长春中医药大学的

中医药文化馆内，人参文创作品、人参文化短

视频作品让人眼前一亮。

人参展台前，各种人参产品琳琅满目，

人参香皂、人参化妆品，人参咖啡、人参锅

包肉，体验者往来不绝。吉林大学人参研

究院让消费者亲手制作人参精油香薰蜡

片，中吉香（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新

研发特色人参香薰产品，吸引众多参观者

驻足。

2024长春健博会充分展现了吉林人参

的禀赋优势、产业规模和发展前景，为海内外

嘉宾及参观者呈现了一个全面、立体、生动且

具神秘、神奇、神圣色彩的人参世界。

“参观大会后感到非常振奋，人参产业已

经形成规模。”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

伯礼的话语掷地有声。

永春，再扩“朋友圈”。永春现代生物

医药城作为长春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产业

的一张名片，正在加速崛起。家门口的国

际级展会，正是项目洽谈、招商引资的有利

契机。 （下转第四版）

共赴一场星光璀璨的“医药之约”
——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2024长春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博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刘岸松 柳青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黄鹭 邱国强）今
天，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亭

实地调研2024长春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博览

会办展情况。黄强强调，要聚焦独特资源，充

分发挥优势，努力把长春健博会办出特色、办

成品牌，引领吉林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长春健博会以“新质引领健康、科技

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648户企业参展，

展出了众多医药健康领域最新科技成果，其

中人参产品品类丰富、最受关注。黄强、胡玉

亭到吉林长白山人参主题馆、通化展区等展

馆展区驻足察看，与商家亲切交流，详细了解

参展及经营情况，鼓励商家展好参、卖好参，

让货真价实、优质优价成为常态。长春中医

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等多家单位

联合攻关，利用高光谱成像仪，开展野山参参

龄和质量检测鉴定。黄强、胡玉亭察看了解

操作流程，希望他们进一步完善技术，不断提

高检测精度，切实提升产品鉴定权威性和可

信度。在成都城市展台前，黄强说，吉川两地

中医药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

交流互鉴，携手做优做强中医药产业。黄强、

胡玉亭还听取了长春·永春现代生物医药城

发展规划介绍。

调研中，黄强强调，要深入挖掘吉林丰富资

源，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要持续推

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人参规范种植、标准

研究、种源保护、产品开发、品牌营销等方面探

索创新，切实把“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越

擦越亮。要加大面向社会的宣传科普力度，更

好把中医药文化、人参文化发扬光大。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余艳红，省及长春市领

导张恩惠、李伟、李国强、王子联、高志国，中

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

伯礼等参加活动。

黄强胡玉亭调研2024长春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博览会办展情况

聚 焦 独 特 资 源 充 分 发 挥 优 势
努力把长春健博会办出特色办成品牌

本报 12 月 7 日讯（记者黄鹭
邱国强）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

春会见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一行。

黄强对张伯礼院士前来参加

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 、

2024 长春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博览

会表示欢迎，向他一直以来为吉

林振兴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

谢。在简要介绍我省近期人参产

业发展相关举措后，黄强说，当

前，吉林把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作为省

委、省政府重点工作，从创新体制

机制入手，从货真价实做、优质优

价做起，系统谋划改革，着力破解

制约人参产业发展的症结问题。

希望张伯礼院士和团队深度参与

我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

划编制论证，携手加强关键技术

研发，推动人参文化传承，讲好吉

林人参故事，助力人参产业高质

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张伯礼高度评价吉林在人参

市场整治、人参品牌打造等方面

取得的扎实成效，并表示将积极

参与吉林人参种质种源保护、林

下参优质优价、人参产业展会举

办、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为吉林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张恩惠、李伟参加会见。

助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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