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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兴促振兴

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冬日吉林，处处皆是冰雪仙境。

12月24日至28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

播局指导，吉林、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黑

龙江、新疆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网信办

主办，吉林省对口合作省份成员单位浙江省委

网信办特别支持的“万千气象看中国·冰雪微

笑曲线”网上主题宣传在吉林大地火热开展。

来自中央新闻网站、新闻期刊微信公众

号、商业网站平台、吉浙两省新闻媒体记者编

辑、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和网络名人代表，

在5天时间里深入长春市、吉林市、白山市、延

边州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采访采风，同广大

网民一起定格冰天雪地的童话世界，捕捉冰雪

生金的鲜活故事，多角度展现吉林省将冰雪

“大写意”变成长白天下雪的“工笔画”的举措

成效，让更多网民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吉

林实践的万千气象。

冰雪仙境曲线：
自然馈赠的梦幻冰雪画卷

首站，采风团成员们来到长白山景区。在

天池旁，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雪花被卷成灵

动的精灵，翩翩起舞，如梦如幻。采风团成员

们走栈道至长白瀑布，奔腾的水流在严寒中倾

泻，巨大的冰挂层层叠叠，宛如一条威严的白

色巨龙盘踞在山间。吉林省西部计划志愿者

凌紫怡看见后激动地表示：“长白山的冰雪奇

观太震撼了！我来自山西，这里的景色非常吸

引我，等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结束后，我会再

来吉林。”

冬季的老里克湖以“高山平湖、森林雾凇、

天然雪雕、林海雪原”为亮点。采风团成员们

乘坐着马拉爬犁在雪地上前行，马蹄踏在雪地

上，发出悦耳的“咯吱咯吱”声，周围是一望无

际的白色森林，树木被厚厚的积雪压弯了枝

头，形成了一个个奇特而又美丽的雪挂造型，

宛如童话中的场景。南风窗记者赵靖含沉醉

于眼前的美景，不禁感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

么美的雪景，非常浪漫，跟童话里一样！”

一走进龙井市的琵岩山风景区，欢快愉悦

的氛围便扑面而来。5D玻璃吊桥横跨在山谷之

上，采风团成员们小心翼翼地踏上桥面，透明的

玻璃让脚下的山谷清晰可见，头上的落日余晖

更添一番别样的意境。悬崖秋千在空中高高荡

起，采风团成员们尽情享受着心跳加速的刺激

感觉。林海飞龙项目如一条矫健的巨龙在山林

间穿梭，大家乘坐其中，边欣赏美景，边体验吉

林冬日带来的别样感受。

民俗文旅曲线：
冰雪中的文化瑰宝

当夜幕降临，琵岩山朝鲜族温泉古村落

灯火辉煌，热闹非凡。采风团成员们品尝当

地特色美食，参与制作传统非遗漆扇、辣白

菜、冰糖葫芦。朝鲜族舞蹈优美动人，歌曲悠

扬婉转，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风

情。“这次能够来到这里，变装成为一位朝鲜

族公主，我很开心。我要推荐朋友们来吉林

看一看这里独有的风景。”浙江在线记者汪雨

晨表示。

还没从美景中回过神，采风团成员们来到

了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万良长白山野山参

博物馆致力于传承、弘扬、研究展示中国几千

年野山参文化。博物馆多元化、生动详实的展

览，让采风团成员们在欣赏之余感受到了野山

参文化的神奇魅力。抚松县多年来始终聚焦

人参文化传承，精心打造的参乡汇客厅便是其

丰硕成果之一。走进参乡汇客厅，精美的人参

制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次看到这么多种

类的人参，真是大开眼界，我推荐全国的朋友

们都来吉林走一走、看一看，欣赏这里的美景

和人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主持人潘

聪表示。

冰雪娱乐曲线：
冰雪世界的狂欢盛宴

吉林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沉浸式奇幻

主题夜间漂流项目，通过光影艺术、声光科技，

营造出奇幻氛围：春夏秋冬四时光景、山海神

话奇珍异兽、仙参娃娃、火山奇观与神秘森林

世界一一呈现。冬日，覆盖茫茫白雪的河岸与

静谧流淌的河水形成鲜明对比。随着橡皮艇

缓缓驶入河道，寒冷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水流时而平缓，时而湍急，采风团成员们尽享

独特的乐趣。新华网主持人杨立原体验后大

呼过瘾：“吉林真是太好玩了！这个项目很刺

激！灯光也很美，拍出的每一帧都是大片。”

在万科松花湖度假区，又是另一番人潮涌

动、充满活力的景象。据了解，万科松花湖度假

区精心建造了50条优质雪道，总长55公里，5条

国际雪联认证雪道，6条高速缆车、8条魔毯，每

小时运力达2.2万人次，滑雪面积达220公顷，

能同时满足1.5万人滑雪。来到这里，采风团成

员们迫不及待地换上滑雪装备，体验“冰雪的黄

金纬度带”带来的特殊魅力。初次尝试滑雪的

中国青年网记者何畅兴奋地说：“一开始还是有

些害怕的，但我在教练的指导下掌握了一些基

本技巧，这里的雪质也非常好。”

长春冰雪新天地占地156万平方米，包

含“荣耀长春、盛世欢歌、国潮动漫、梦幻森

林、印象西湖、冰雪娱乐、冰雪竞技”在内的七

大主题分区。今年，千米雪漂流长度延长到

1314米，拓展为双道。走进园区，采访团成

员们纷纷被壮观的冰雪画面所吸引，手中的

相机快门不断，纷纷表示下次要带家人朋友

来这里体验。

意犹未尽中，此次“万千气象看中国·冰

雪微笑曲线”网上主题宣传落下帷幕。5天

时间里，采风团成员们用他们的镜头捕捉了

一个个令人惊叹的精彩瞬间，用他们的文字

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他们通过各

自平台，将吉林冰雪的无穷魅力传递给了广

大网民，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吉林在冰雪旅游、

冰雪运动、民俗文化等方面的独特魅力，也期

待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吉林，亲身体验冰雪盛

景的多元魅力。

解锁吉林冰雪盛景的多元魅力
——“万千气象看中国·冰雪微笑曲线”网上主题宣传综述

本报记者 王堡增

从400米高空俯瞰库布其沙漠腹地，一

匹由 19.6 万块光伏板拼成的蓝色“骏马”,

在漫漫黄沙中昂首奋蹄，预示着内蒙古新能

源产业奔腾前行之势。这里是鄂尔多斯市

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始建于2017

年，至今已有效治沙6万亩，年发绿电20亿

千瓦时、节约标煤 6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5万吨。

领跑全国，是内蒙古聚焦能源结构绿色

低碳转型、努力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工

业内蒙古”的雄心壮志。2021年，内蒙古明

确提出“两率先”“两超过”目标，即在全国率

先建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系，率

先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到

2025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

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总量超过火电发电总

量。

到2024年3月，内蒙古新能源装机并网规

模突破1亿千瓦，成为全国首个新能源装机超

1亿千瓦的省区。沙漠之上，一望无际的光伏

板纵横交错、熠熠生辉；群山之巅，一架架风机

高耸入云、气势恢宏。“追风逐日”，汇聚新能！

在新能源赛道上，内蒙古正在以领跑者的“一

马当先”，带动全国新能源发展的“万马奔腾”。

势如破竹
筑造世界新能源产业高地

风能资源 14.6 亿千瓦 ，约占全国的

57%；太阳能资源 94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

21%。这既是内蒙古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优势

和底气，也是内蒙古打造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的责任与使命。国家“双碳”战略下，站上历

史性“风口”的内蒙古抓牢机遇，新能源建设

势如破竹。 (下转第四版)

“ 追 风 逐 日 ”聚 新 能
——在新能源领域“再造一个工业内蒙古”系列报道

内蒙古日报记者 吉莉 许晓岚 康丽娜 高慧

携手共谋新突破 东北振兴进行时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郭悦）今天，由长春师范大

学、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意与古会—长春师范大学书法

专业成立十周年书法作品展”在省图书馆开幕。

本次展览分全国高校名师作品、吉林省书法名家作

品和长春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师生作品三个板块，共展出

二百余件风格多样、功力深厚的精品佳作，创作内容主要

围绕教育和读书展开。“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当代高等书

法教育领域的创作水平，也是我校书法专业教学成果的

阶段性展示。”长春师范大学书法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苏显

双说，希望通过高水平的展览，为学生们开阔眼界，增长

见识，使其更加自觉地投身于书法教育和书法事业的创

新发展中。

开幕式上，长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多表示，十年

前，长春师范大学创建了吉林省首家师范类书法专业，这

不仅为热爱书法艺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发展的平

台，也为学校的艺术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十年来，学校

书法专业建设从无到有，再到如今的粗具规模，办学层次

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以及继续教育（本科），为社会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书法人才，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贡献应有之力。未来，学校的书法专业将继续秉承“弘扬

书法文化，培养创新人才”的理念，不断完善教学体系，提

高教学质量，在书法学科改革与发展、书法人才培养以及

推动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韩戾军表示，长期以来，省书协与

长师书法专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书法人才

培养、理论研讨和文化惠民等方面有过多次合作，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省书协将以此展为契机，继续加强广泛而

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2025年1月8日。

长师书法专业成立十周年书法作品展开幕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董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

厅、团省委共同主办的2024-2025年吉林省“百万青少年

上冰雪”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燃冬少年”冰雪体育嘉年

华活动今天在长春市南溪里文旅小镇举行。

本次活动期间，省体育部门将举办青少年冰雪活动

超过40项，各市（州）、县（市、区）也将结合地域特色、历

史文化、民间民俗举办丰富多彩的青少年冰雪活动。“百

万青少年上冰雪”系列活动将进一步推广和普及青少年

冰雪运动，激发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巩固和

拓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在启动仪式现场，来自长春市区100余所中小学校

5000多名青少年在老师、家长的带领下，共同参与滑

雪、滑冰、雪合战、雪地足球、雪地拔河、雪地飞龙、雪地

接力赛、抽冰尜、冰爬犁、冰雪游戏串烧等十余项体验

推广活动。

据了解，2020年至今，省、市、县三级体育部门累计

举办“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系列活动2000余场，通过面向

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年开展冰雪公益培训、体验课、冬

令营、U系列比赛等活动，实现街道（社区）、乡镇（行政

村）活动全覆盖，每年参与活动的青少年超过百万人次，该

系列活动现已成为独具吉林地域文化、冰雪文化与培养冬

季项目后备人才、增强青少年体质于一体的青少年冰雪品

牌活动，为培养和挖掘一批冰雪项目优秀后备人才，厚植

冰雪竞技体育人才基础，推动我省青少年健康成长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百万青少年上冰雪”系列活动启动

在东北师范大学，有这样一支特殊的团

队——

他们刻苦钻研、勇往直前，近20年来聚焦

宽禁带氧化物半导体材料及其发光、探测、类

脑信息存储和全息光电存储应用研究，取得了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系列研究成果；

他们追求卓越、满载荣誉，承担了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国家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等重大

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省部级

一等奖5项，并支撑东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科两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

他们就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师范大

学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任刘益春带领的东北师范大学紫外光电功

能材料与技术研究团队。

作为一名在科研、育人一线深耕的工作

者，刘益春院士长期从事凝聚态物理方面的研

究，取得了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系统性、创造性

成就。他建立了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培养了一批半导体光电功能材

料与器件领域的青年人才，推动了宽禁带氧化

物半导体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2023年，他带领研究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

今年6月，刘益春赴京参加了全国科技

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聊起当时的感受，他十分激动：“现场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倍

感骄傲、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不仅充分肯定了广大科研工作者对国家科技

创新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对大家提出了

殷切希望。”

殷殷期盼，点燃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谆

谆嘱托，汇聚砥砺奋进的澎湃动力。怀揣着科

技报国的初心，刘益春和他的团队始终坚持聚

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需要，着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提升，以

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面向信息科技前沿，创制了非晶氧化物

“扩散型”忆阻器，实现了类脑功能的仿生模

拟；研制出了高密度全息存储器；解决了氧化

锌中氮受主固溶度低、难于形成替位掺杂的科

学难题，完成多个“首次提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在实现关键材料的进

口替代和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成功解

决我国航天飞行器特种涂层材料领域“卡脖

子”问题；相关材料和技术在民用抗静电热控

涂层应用领域同样具有广阔的商业前景。

“加深、拓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把科技成果

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与国家和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这既是科学研究的目的，

也是大学的责任所在。”刘益春说。

高精尖科学往往需要多个学科进行协同

攻关。该团队依托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一流

建设学科、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微纳光电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

创新引智基地等高水平科研、教学、交流平

台，潜心研究、敢为人先，不断产出科技创新

硕果，带动高水平教学，凝聚了一批志同道

合、矢志科研报国的科学家们。其中，团队中

的几名教授放弃了国外永久职位和优越的生

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学科建设，并作出了突

出贡献。

此外，团队成员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省

人大代表期间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强教师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创

新人才培养资源”等建议，受到社会高度关

注。举办和承办第十九届国际发光会议等重

要学术会议，推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参加

“科学家科普进校园”等活动，在全国30多所

中小学校的万余名师生心中播下热爱科学的

种子。积极响应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等

号召，组织开展“紫外光”主题科普大赛，发布

优秀科普作品20余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教

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

才队伍建制化、体系化、协同化。对此，刘益春

认为，高校作为具有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资源的

集中地，必须以改革精神、创新举措扎实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刘益春作为团队中的“大家长”，把方向、

求创新、育英才、带团队、整合资源，孜孜不倦

地鼓励和支持学生成长。他始终秉持“尊重的

教育、创造的教育”理念，注重由知识形态向问

题形态、方法形态、教育形态有效转化，强调演

绎、归纳并重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批判反思

的意识、能力和习惯。由他创造性提出的“U-

G-S教师教育新模式”和“指向创造力的卓越

教师培养模式”先后荣获了2014年和2022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相关经验已

写入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

作为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益春十分热爱

家乡这片土地，认为在吉林创业大有可为。他

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吉林必

将成为人才发展的沃土，让各路英才在吉林大

地逐梦驰骋、尽情作为。他将继续带领团队在

吉林振兴发展的火热实践中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用知识和责任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为吉

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后备人才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依托团队育才、扶

才、用才，更好发挥领军人才的传帮带作用，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行动、更加高昂

的斗志，携手共攀科学创新高峰，努力为推动

吉林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刘益春信心满满。

勇攀高峰无止境 一片丹心育英才
——记东北师范大学刘益春团队

本报记者 李抑嫱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赵蓓蓓 庞智源 实习生姜雨

佳）今天晚上，辽源市天陆山欢乐荟灯火辉煌，“冰雪吉

林 魅力辽源”第四届辽源冰雪季开幕暨环东山文旅综合

体冬季开园活动举行，正式开启辽源冬季冰雪旅游热

潮。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冰雪与文化交织的盛

宴精彩呈现。

开幕式上，绚烂的烟花直冲云霄，瞬间点亮夜空，市

民游客纷纷仰头观赏，惊叹声此起彼伏，欢乐氛围迅速在

人群中蔓延。烟花余韵未消，环东山文旅综合体超大冬

季游乐场吸引了众人目光。天陆山冰雪滑梯上，人们飞

驰而下，欢声笑语不断；天陆山滑雪场里，滑雪爱好者如

矫燕般在雪道穿梭，展现高超技艺与冰雪运动的魅力。

超级one篮球主题公园内，《黑神话·未竟之志》舞台剧给

观众带来了别样惊喜。悦动辽源欢乐荟的特色演出，让

大家沉浸在辽源独特文化风情之中。

作为城市中的滑雪场，天陆山滑雪场雪道拓宽38

米，新增2条魔毯、4条雪圈道和2条冰滑梯，4000平方米

滑雪服务大厅启用，30余位专业教练为中小学生定制了

滑雪课程，这里也成为市民体验雪上运动的优选去处。

悦动辽源欢乐荟活动同样精彩，演艺互动丰富，水浒NPC

带来了独特沉浸式体验。4万平方米特色商街，2000人

演艺广场冰雕闪耀，还有金蛇狂舞闹花灯等互动项目。

现场设置了200平方米的温暖驿站和80余家商家，满足

一站式需求。踏入天陆山冰雪欢乐荟，仿若置身《水浒

传》冰雪江湖，60余组冰雕雪雕栩栩如生，2万平方米人

工湖变身冰雪乐园，项目颇多。

来自长春市的游客姜蕴哲说：“听说辽源有冰雪季活

动，今天特意和家人一起来到辽源，这里不仅可以赏冰

灯、看节目，还能品美食、体验冰雪游乐项目，今天真是不

虚此行。”

据了解，为了做好本届冰雪盛宴，吉林省建设集团

800余名冰雪工匠历经15个日夜的精心雕琢，总用冰量

近3万立方米，建设了冰雪雕独立景观80余座。

近年来，辽源市积极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依托资源发展冰雪产业。本届冰雪季更是

创新融入《水浒传》主题和《黑悟空》形象IP，旨在普及

冰雪运动、助力文化传承、激发消费潜力、推动产业发

展，推动冰雪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成为经济发展

新引擎。

“冰雪吉林 魅力辽源”
第四届辽源冰雪季启幕

近日，长春龙嘉机场为给
滑雪爱好者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定制并使用了专属的滑板
运送斗车——雪板摆渡车。图
为机场工作人员正在为游客运
送雪板。
陈海涛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