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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雪沸腾·相约吉林“这里春夏绿意盎然，秋季遍山红叶，冬

季白雪皑皑……”这是吉林画家刘广眼中的

大东北，也是令千万人神往的诗与远方。随

着纪录片《大东北》在CCTV-4中文国际频道

的播出，这片蕴含故事与希望的土地，再一

次走进人们视野，引起人们热议。

“白山黑水”“大国粮仓”“老工业基地”

“林海雪原”，不同标签的背后，是每一个人

心中对东北的不同解读。然而如果仅用一

个词来概括东北，那必然离不开“大”——

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几千年积淀

的博大文化，“共和国长子”的大贡献，新时

代里的大担当，还有东北人与生俱来的大

气、大度、大胸怀……纪录片《大东北》在大

写意中描绘东北，用大笔墨讲述东北，以大

格局解码东北，不仅呈现了东北的壮丽风

光，展现了东北的成就担当，更揭示了独属

于这片土地和这里人民的精神底色。作为

东北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录片《大东北》中的

吉林同样无处不彰显着其山水之阔、文化之

博、胸怀之广、担当之大，透过《大东北》中的

吉林元素，让我们共同领略、解读“大吉林”

的热血与魅力。

大情怀：赓续“北上”精神走向

“东人崇文，吉林文人何在？我匡亚明

在！我于省吾在！唐敖庆、佟冬、蔡镏生、余

瑞璜、陶慰荪……”这是出现在《大东北》第

二集《广阔天地》中的动人一幕。吉林大学

的校园里，话剧《先生向北》正在上演，这部

讲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全国顶尖的

自然科学家、艺术家、文化大家奔赴东北、建

设东北感人往事的话剧，正感染着新一代有

为青年扎根东北、奉献东北。

先生们聚拢东北，而吉林长春，则处于

这次聚拢的中心地带。先生们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一改吉林风貌。日月其迈，时光荏

苒，在东北处于全面振兴关键阶段的今天，

《先生向北》的余音仍不绝于耳，一批批优秀

人才再次聚集于此，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

突破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毕业于日本

严手大学的杨溪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聆听了

吉林大学举办的海外人才引进宣讲会后，杨

溪动了去东北的念头，并于2015年回国加入

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他参与的人工智

能与青铜器交叉研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

推出了“吉金识辨”青铜器断代智能小程

序。狠抓人才引育留用，纵深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产业一体发展，曾经因才而兴的吉

林，如今再次成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实现

梦想的热土。2020年以来，58.2万人回到吉

林创新创业，全省高端人才连续实现进大于

出，助力人口由持续净流出到2023年实现净

流入4.34万人。

大担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在东北一座粮仓有多大？

一栋平房仓就有108米长、54米宽，接近一个足球场的大小，可储

粮3.3万吨。

这是《大东北》第五集《大国粮仓》中给出的一组数据。背靠沃野千

里的辽阔，无数个大东北的丰盈粮仓，让14亿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

粮，托举起大国粮仓的担当。而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吉林以现代

化大农业为主攻发展方向，将粮食生产摆在突出位置，全力当好国家粮

食稳产保供的“压舱石”。

春耕时节，梨树县的百万亩试验田里，一台台大型机械正在忙着播

种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机械免耕播种，这种既节本增效、又保护耕地的

方式，被称为“梨树模式”。为了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们集聚在梨树，开启了黑土地保护

的征程。通过秸秆覆盖还田，让黑土地不直接裸露，既防止了土壤被侵

蚀，也保住了土壤的水肥蒸发，让土壤的肥力慢慢提高。实践证明，实

施“梨树模式”保护性耕作技术5年，土壤有机质可增加20%左右，减少

化肥使用量20%左右，“梨树模式”为黑土地“永葆青春”开创了新路径、

提供了新示范。2020年以来，“梨树模式”吉林省推广面积达到了3700

万亩，东北四省区推广面积接近1亿亩，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实

现逆转。

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技。在“吉林一号”卫星科研基地，一幅巨大

的卫星遥感影像映入眼帘，卫星犹如“火眼金睛”，俯瞰着吉林省9800

多万亩的黑土区耕地，通过精准的图像技术实时分析农作物的长势和

病虫害信息，为黑土地耕作开出“良方”。良地、良种、良技、良方，通过

打好重农强农“组合拳”，吉林连续四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亿斤，2024

年更是实现粮食产量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为让中国饭碗端得更

牢、成色更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大气象：让万物生长交响曲持续奏响

“从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的茫茫森林到绵延2200多公里的最北海

岸线，从沃野千里的三江平原到披上绿衣的科尔沁沙地，东北的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海绘制成一幅幅壮美的山河画卷，生命的火花在这里的

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共同演绎着万物生长的交响。”在第六集《万物生

长》中，镜头聚焦东北生态保护，将“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

生态写照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过程中，吉林深刻体会

到，绿水青山是万物休养生息的家园，也是福泽后人的金山银山。

走近被称为“野人教授”的北京师范大学虎豹研究团队野外工作负

责人冯利民，一段印证生态环境逐渐向好的故事正在生动演绎。从

被告知中国境内无繁殖或可持续发展的东北虎种群，到发现中国境

内的第一只雌虎“十月”，再到重见“诸山皆有虎”的景象，冯利民和

他的团队在长白山经历了长达20年的野外观测和追踪研究。随着

生态环境的转好，栖息繁衍环境不断改善，目前仅生活在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范围内的野生东北虎数量就达到70只左右，野生东北豹

数量达80只左右，百兽竞逐、万物共生的“生态绿、生命春”已悄然

绽放在吉林大地。

人参、貂皮、鹿茸，这是被人们所熟知的东北三宝。随着时代变

迁、环境变化，东北三宝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吉

林新篇章有了全新的内涵，吉林从大自然馈赠的资源宝库里，重新界

定了长白山三宝——人参、矿泉、松花砚。从原来的东北三宝到长白

山三宝，新旧三宝的转变，不仅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和精神，文化

属性也日益凸显。其中，作为三宝之首的人参更是在吉林“大破大

立”“各个击破”的政策推动下，开启了“百草之王”的荣耀之旅。2024

年，吉林把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专项部署，强化政策保障和

机制创新，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吉林人参产业正向千亿

级产业强势迈进。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吉林以

全面推进美丽吉林建设为“主题”，稳定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吉林蓝”

成为常态，“松辽水”日益清澈秀美，黑土地焕发勃勃生机，良好生态环境已

成为吉林的显著标识和吉林人民高品质生活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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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4日讯（记者李娜）为增进中

美青年之间的交流学习，应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邀请，美国艾奥瓦州青年学生代

表团于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1月4

日来吉林交流访问。此次活动由吉林省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美中绿色基金会联

合组织开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未来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

交流学习”倡议的重要项目之一。

连日来，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长春规

划展览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世界雕塑

园、“这有山”文旅小镇、吉林大学、吉林农

业大学、长春冰雪新天地等地参观、交流，

并参加了第23届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

滑雪节开幕式，多维度体验吉林历史、人文

和景观之美。

“长春是我来到中国看到的第一个城

市，长春很友好、很漂亮，城市非常干净。”

布里奇特·阿伯内西是一名大四学生，这几

天，她被吉林的冰雪文化深深吸引，“这里

能看到很多冰雪艺术品，非常漂亮。”霍普·

埃尔德里奇是艾奥瓦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

学生，她说：“我看到了吉林的城市发展、科

技进步，感受很不一样，已经迫不及待地跟

朋友家人分享了在这里的所见所闻。”

感知吉林、体会吉林、了解吉林。此次

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中美地方政府和民间组

织的友好合作，推动了中美之间的跨文化

交流与融合，增进了两国青年的友谊与合

作。“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吉林之行学习

到很多东西，期待中美之间有更多文化交

流，能学习更多中国文化。”艾奥瓦州立大

学电子工程系大一学生詹姆斯·梅吉特称。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

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美中绿色基金会

董事张大龙表示，推动中美双方青年交流

合作，可以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对世界

的理解，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

动力。“基金会将继续搭建中美青年交流的

友谊之桥，推动中美青年了解彼此的文化

历史，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推进两国文明

互鉴、民心相通。”

美国艾奥瓦州青年学生代表团来吉交流访问

本报 1 月 4 日讯（记者刘勃 张

宽 董博 付林楠）今天下午，来自

全球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余名

选手参加的第 23 届中国长春净月

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激情完赛。选

手们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一片梦幻的冰雪世界里，上演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雪上角逐，他们在茫

茫林海里的赛道上穿行，尽享冰雪

运动乐趣。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长春市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的运动员马清华不负

众望，夺得25公里女子组冠军。25

公里男子组冠亚季军被中国选手包

揽，分别是山东省越野滑雪队的哈得

斯·巴德里汗，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的潘梦男和山东省越野滑雪队

的张英浩。

在 50公里女子组比赛中，长春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选手李磊获得亚

军，河北越野滑雪队运动员池春雪

获得季军，冠军被瑞典选手马琳·博

央斯夺得。

在争夺激烈的50公里男子组比

赛中，捷克选手法宾·斯托克一骑绝

尘，以 2小时 05分 22 秒 914 夺得冠

军；第二和第三名竞争激烈，直到最

后冲刺时刻才分出胜负，最终瑞典选

手罗夫·马克斯海伦·约翰森以2小

时 05分 40秒 481获得亚军，意大利

选手罗恩佐·布森以2小时 05分 40

秒775获得第三名。

在完成本次“中国瓦萨”后，斯

文·阿尔内、泰德·高德、莫里齐奥·弗

兰佐林、雅努什·梅斯内尔获得了“世

界罗佩特全球滑雪者”称号。此外，

阿尔杰·纳斯卡、拉扎克·科西奥罗夫

斯基、莱德克·翁德里亚斯获得了“世

界罗佩特金牌大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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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 4日讯（记者张宽 董

博 付林楠）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

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在净月

潭国家森林公园开幕，来自中国、美

国、挪威、加拿大等33个国家和地区

的2000余名选手竞逐雪原，畅享越

野滑雪带来的激情与挑战。

来自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的越野滑雪运动员马清华在本届比

赛中摘得了25公里女子组冠军。赛

后她对记者说：“我从事越野滑雪已

经17年，这次是我第八次参加瓦萨

国际滑雪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的赛道非常美，今天的天气也特别适

合滑雪比赛，在长长的雪道和蓝天白

云下滑行，让我非常开心。完赛的成

绩很理想，达到了自己赛前的预期。

希望参赛选手们喜欢长春，今后多多

参加长春瓦萨国际滑雪节。”

据马清华介绍，作为一名越野滑

雪的“老兵”，她曾获得过“中国瓦萨”

女子50公里金牌。“我之前参加的比

赛项目都是50公里，但是由于伤病的

困扰，今年报名参加25公里比赛。”马

清华告诉记者，“今年的瓦萨滑雪节是

历届以来最精彩的一届。中国冰雪运

动现在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相信我

们滑雪人一定会越来越强，越野滑雪

必将成为我国的优势项目，将来也会

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

女子25公里冠军马清华：

希望各国选手多多参加“中国瓦萨”滑雪节

本报1月 4日讯（记者刘霄宇）

经过 5个多小时的滑行，世界罗佩

特国际滑雪联合会总裁爱普女士在

长春净月潭冲过了终点线，成为

2025年世界罗佩特首批“全球滑雪

者”之一。

据了解，爱普今年 49岁，爱沙

尼亚人，2009 年至 2015 年，任职世

界罗佩特管理委员会竞赛秘书，

2015 年当选世界罗佩特总裁并工

作至今。“世界罗佩特”是全球权威

的长距离越野滑雪国际赛事组织，

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是其

20个成员国家中代表中国的唯一

成员赛。

今天比赛开始前，爱普女士就表

示：“今年的长春瓦萨国际滑雪节组

织得非常成功，主办方一切都准备得

很好，所有的滑雪爱好者都能感受舒

适的比赛环境。我将用5个小时的

时间来探索这里的雪道，享受雪场提

供的一切。”

15时30分，身披161号参赛衫的

爱普女士冲过终点线，这也意味着她

顺利完成了50公里女子组的比赛，

并获得了2025年“世界罗佩特全球

滑雪者”称号。

“长春今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

是比赛沿途的美丽风光让我忘记了

天气的寒冷，这里跟其他国家比赛的

场地也有所不同，这里不仅有林间赛

道，还在湖面上为运动员设置了赛

道，让我感到很特别。”刚刚冲过终点

线的爱普女士告诉记者。

当被问到获得“世界罗佩特全球

滑雪者”称号后接下来还有什么目标

时，她说：“目前还没有确定下一个目

标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将会继

续向前，不断地去挑战自我。”

“世界罗佩特全球滑雪者”获得者爱普：

“ 长 春 瓦 萨 国 际 滑 雪 节 非 常 成 功 ”

1月4日，童话般的长春净月潭国家森

林公园成为欢乐的海洋，一年一度的中国

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如约而至。来

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运动员和

越野滑雪爱好者齐聚长春，同场竞技、一较

高下。

开幕式在“雪饼猴”的表演中拉开帷

幕，《东北的冬》《吉祥瓦萨》《粉雪精灵》《冰

雪踢踏》等一系列富有东北风情的舞蹈精

彩上演，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起，身着各色滑

雪服的运动员和滑雪爱好者们犹如一道彩

色“长龙”，从“瓦萨门”鱼贯而出。他们挥

舞着雪杖，从70米长、16米高的巨型主雪

雕“净月飞雪”前滑过，如离弦之箭滑向净

月潭景区广袤的林海，在冰天雪地的世界

里肆意享受速度与激情的酣畅碰撞。

本届瓦萨国际滑雪节分别设置了传统

50公里、25公里和6公里、1.5公里、0.3公里

共5个组别的越野滑雪赛事，满足不同水平

滑雪群体对比赛难度的多样化需求，全方位

展示瓦萨越野滑雪的专业度与参与度。

赛道的设计上，在不影响园区交通的

情况下，结合地形地貌，赛事组委会建设

了符合国际竞赛要求的比赛线路，涵盖了

森林赛段、湖面赛段、公路赛段等多种地

形，为选手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越野滑雪体

验。

“这里的滑雪条件很完美，赛道真的很

棒，赛道的第一段比较难，有起伏，但是赛道

的第二段是平整的，适合所有人。”瓦萨竞赛

总监、都灵奥运会双料冠军比约·林德这样

形容本届瓦萨国际滑雪节的赛道。

赛道上的选手纵情驰骋，赛道旁的观

众助威呐喊声不断。

“看见有选手过来了，就忍不住为他们

加油，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既然来到了吉

林，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就要招待好。”现

场观众孙静说。

赛道旁，来自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的

300余名学生用欢快的舞姿为赛场上的选

手助威，也带动许多观众参与其中。一旁

的威风锣鼓更是让赛场的氛围彻底地“燃”

起来，鼓手们身着“战袍”、手持鼓槌，随着

比赛的推进，敲打出激扬的节奏。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雪雕冰雕、憨

态可掬的雪人、滑稽搞笑的“小丑”、温暖的

雪国列车……在赛场周围，一系列特色鲜明

的冰雪元素给人们带来了多重惊喜。

众多参赛者和观众之中，穿插着许多

身穿黄色马甲的志愿者，他们成为了开幕

式上另一道亮眼的风景。

“您可以把外衣放到这个衣物箱里，稍

后我们会统一保管，比赛结束后，您可以到

那边的存放处领取。”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

的志愿者徐王佳珺一边收起参赛选手存放

的衣物，一边指明领取衣物的位置。

“我们一共有120名同学加入到了志

愿者的队伍中，以英语专业的同学为主，其

他小语种专业同学为辅，并分为现场组、保

险组、外籍组等多个组别。”吉林外国语大

学教师欧泽琪介绍说。

除志愿者之外，现场赛道旁4台黄色

保电车、医疗救援车等严阵以待，确保这场

滑雪盛宴服务到位、“火力”全开。

“吉林长春很美，今天比赛的场地滑起

来也很舒服，这次的参赛经历很难忘，希望

明年能再来长春，参加瓦萨滑雪节。”完赛

后，来自青海省冬季项目和户外运动管理

中心的张双瑾许下了明年的期待。

冰雪为媒，赛事为介。

经过23届的发展和积淀，“中国瓦萨”

的影响力逐年攀升，已成为吉林冰雪的“金

名片”。随着“瓦萨IP”的不断成长，吉林

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大门愈加敞开，“冰雪+”

融合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向着国际冰雪

舞台中心进发的决心更加坚定。

显国际韵味、展中国特色、呈吉林魅

力，下一个冬天，让我们再约瓦萨，相约长

春净月潭。

冰 雪 燃 春 城 瓦 萨 再 相 约
——第23届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开幕侧记

本报记者 孙红丽

1月4日，吉林省首届

群众冰雪运动会在松原开

幕。在各项赛事中，体现

技巧性与团队性的大众冰

上龙舟赛最受欢迎，参赛

选手在欢乐和挑战中一决

高下。

本报记者 张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