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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与13个国家的41所高校和研

究机构合作新建立了24个中外联合研究中

心和国际联合实验室；东北师范大学和加拿

大魁北克、法国巴黎的学者们合作开发聚合

物固态电池；吉林农业大学联合赞比亚大学

成立“赞比亚农业科技育人一体化平台”……

近年来，在国际产学研用的舞台上，吉林高校

活跃的身影处处可见。

当下，我省正积极开展国际产学研用合

作，让更多中外先进理念和高校科教资源打

通产学研用全链条，推动中外高校、院所、企

业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为吉林的高质量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与活力。

双向交流，筑牢国际合作友谊桥梁

吉林是科教大省，始终高度重视国际交

流对教育与科研发展的推动作用，积极举办

各类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致力于打造一

个个汇聚全球智慧的交流盛宴。

2024年9月20日，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

（长春）在吉林大学开幕，吸引了包括诺贝尔奖获

得者哈特穆特·米歇尔院士在内的55位外方嘉

宾，以及承办院校校长、专家学者等约300名中方

嘉宾参加。几天后，作为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的文化精神——中俄艺术教育绘画作品

展”也在长春拉开帷幕。活动得到了俄罗斯圣

彼得堡美术家协会、列宾美术学院、深圳北理莫

斯科大学等多家国内外高校和机构的积极支持

与广泛参与，共汇集了64位中俄高校教师的80

幅艺术作品，集中展示了中俄两国高等美术院

校的艺术创作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了两国艺

术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艺术人才

的培养，促进中俄艺术交流区域性合作。

据统计，仅2024年9月至11月，就有来自

33个国家的外方嘉宾约700人、中方嘉宾约

7200人来到吉林省，参加了46个分会场的学术

活动。其间，我省揭牌成立了3个国际联合实验

室（成果转化基地），签署了3项国际合作交流协

议，新聘外方导师206名，达成合作24项。

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和活动，为我省高校

与国际顶尖教育机构、科研团队搭建起了沟

通的桥梁。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师纷纷在会

议、活动中与国际专家就学科前沿问题展开

深入探讨，汲取国际先进理念，为教学内容的

更新和科研方向的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对于广大高校学子而言，与国际知名专家学

者的近距离接触，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学

术研究的热情，拓宽了视野，为未来的学术之

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双向奔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水平

每年秋季，吉林稻田连绵。站在试验田

旁，来自赞比亚的留学生斯慕士·利斯瓦尼索

仿佛嗅到了远在万里之外家乡的气息。

2008年，吉林农业大学承建中国援助赞比

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心成立以来，学校选

派百余名专家教授，举办农业机械化、谷类和

豆类作物种子生产、食用菌栽培、蔬菜生产及

病虫害防治等培训班，斯慕士便是当地学员之

一。2022年，他又参与了吉林农大在赞比亚的

中非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建设项目，帮助中

国的食用菌和本地鸡养殖技术在当地推广应

用。2024年，中赞两国迎来建交60周年，吉林

农业大学成功入选教育部“中非高校百校合作

计划”。两国农业合作的深度延续，也让斯慕

士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使命：将更广泛的中国农

业技术与智慧播撒到非洲的广袤土地上。

其实，省内高校像这样的“双向奔赴”比

比皆是。

——吉林大学与欧洲科学院院士、意大

利特伦托大学福斯托·准奇利亚教授致力于

人工智能与教育、健康和文化领域的交叉研

究与应用，研发智慧健康诊疗系统和仿生健

康装备，构建全球数据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

多模态古文字知识图谱；

——东北师范大学与加拿大魁北克水电

研究院、法国巴黎第六大学的学者合作开发

聚合物固态电池，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实现

量产，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和储能行业的重要

技术支撑；

——延边大学与韩国全北大学、美国得

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专家合作，开发早期基因

选择技术，建立国际先进的胚胎工厂化生产、

牛肉品质提升及牛肉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

体系，解决牛源紧缺、肉质不稳定等问题。

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不仅能提

升省内高校的科技创新服务能力和水平，也

能助力各国、各高校优质科技成果落地吉林，

为我省的创新需求在全球寻找更多合作伙伴

和解决方案。

双向吸引，紧扣时代发展育人需求

人才是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吉林始

终坚持以“教育链”吸引“人才链”，以“人才

链”赋能“创新链”，探索集群式引智模式，以

柔性引进合作导师、产业导师等方式，组建配

合高校专业调整的“智囊团”，培育符合时代

发展需求的“人才储备军”。

吉林大学未来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首批建设了先进能源与环境材料、高压科学

与技术、毫米波技术与应用、先进金属材料、

转化免疫学、人工智能、新概念材料、战略性

先进电子材料、低碳—清洁能源富集与二氧

化碳储存共9支中外联合科研团队，以“大

师+团队”模式开展联合攻关，产出系列标志

性原创性科研成果；

在长春举行的第二届老龄化社会创新发

展国际会议上，长春大学与俄罗斯波罗的海

国立技术大学共建的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揭

牌，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人才和学科优势，加

强产学研用合作，强化科技赋能，携手打造中

俄科技合作新典范；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依托国际产学研

用合作会议机制和医院预留医师计划、海外

优青培育计划等系列人才新政，与日本筑波

大学附属医院质子线治疗中心共建吉林省肿

瘤精准一体化诊治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实验

室，持续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对接，构建国际

产学研用合作良性生态循环；

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的固态电池协同创

新平台，历时5年推动中国固态电池技术走

在了世界前列，并在长春建设了国内首条5

亿瓦时聚合物基固态电池生产示范线，签约

订单2亿元，相关科技成果申请发明专利60

余项、授权发明专利38项，培养博士研究生

15名、硕士研究生45名；

……

众多中外合作共建的高端科研平台激发

了我省人才资源的集聚效能。“希望通过这样

的强强联合、融合发展、资源嫁接，能够建立起

属于高校自身、具有特色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全方位服务国家及地方的发展需要。”参与

了共建合作的相关高校负责同志表示。

产是主体、学是源头、研是关键、用是导向。

未来，吉林将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优

化人才发展环境，打造科技创新“强磁场”、拓

展国际合作“朋友圈”，推动资源共享、人才共

育、学术共生、文化共鸣，不断开创国际产学

研用合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

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打造“强磁场”拓展“朋友圈”
——我省推进国际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鹤

本报讯（记者纪洋）在第 62 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

际，长春市图书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金河银海

蚂蚁力量志愿队共同举办“书香润心灵 雷锋伴我行”学

雷锋主题活动。30 余组家庭齐聚一堂，通过沉浸式阅

读、实践互动等形式，感悟雷锋精神内涵，争做新时代

“追锋少年”。

活动中，金河银海志愿服务队倪畅老师跟小朋友们

分享了雷锋同志的生平事迹，从“雨夜送大娘”的温暖善

举到“钉子精神”的刻苦钻研，孩子们在鲜活的故事中学

习了雷锋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崇高精神。倪畅老师特

别结合《雷锋日记》经典片段，引导青少年思考“雷锋叔

叔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传承”，鼓励他们从身边小事做

起，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与正能量。孩子们还化身“雷

锋精神的传承者”，亲手制作象征感恩与敬意的小红花，

并写下对雷锋的寄语。“我要像雷锋叔叔一样帮助同学”

“我要把零花钱捐给需要的人”……一张张卡片满载真

挚承诺。

长春市图书馆关工委相关人员表示：“精神的力量是

无穷的，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让青少年在阅读中汲取榜样力量，在实践中培育

社会责任感。”

长春市图书馆关工委始终致力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

设，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和品牌活动，打造“书香育人”阵

地。近年来，通过“‘中华魂’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学雷

锋月活动”“小树苗·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

动，引导青少年走好人生每一步。

“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讯（丁晓云 记者闫虹瑾）为持续加大农资打假工

作力度，加强农作物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多日来，省农业农

村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三部门以“畅销”“热门”

种子和生产企业为主线，在全省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打假行

动，突出打击五项违法行为。

打击假冒伪劣种子。紧盯种子库房、经营门店、网上销

售等重点区域，利用冬季种子入库契机开展专项检查，对投

诉举报多的企业，加大抽查频次，重点检查许可资质、生产

经营档案、包装标签、种子质量、品种真实性等，严厉打击生

产假劣种子“黑窝点”。

打击套包侵权种子。紧盯春季种子销售旺季，对辖区内

种子经营门店、网上销售渠道涉及的经销业户开展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种子标签、销售台账、经营备案、虚假宣传及种子质

量、品种真实性等内容，严查套包侵权种子。

打击非法转基因种子。加强种子生产备案管理，紧盯

繁制种基地在苗期、花期和收获期等关键时点，开展转基因

成分抽检。同时，注意在入户倒查过程中，利用转基因试纸

条快速检测发现线索，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转基因种子

行为。

打击白皮袋种子。在种子市场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中，

重点关注无标识、标签包装销售的白皮袋种子、拆包装散卖

销售等违法行为，严防假冒伪劣种子流入种植户。

打击网络非法销售种子。组织开展网络售种专项检

查，重点核查网络售种许可资质、经营备案、标签标识和销

售区域，加大网络销售种子质量抽检力度，严厉打击网络销

售假劣种子。对涉及网络违法违规销售种子的电商平台，

及时采取警告、通报、约谈等措施督促整改，涉及夸大宣传、

虚假广告的及时移送有关部门查处。

专项行动中，全省各地各级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

等职能部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省、市、县三级部门联查联

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对违法行

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查到底。对群众反映集中、社会

关注度高、套牌侵权多发的重点区域和环节，重拳出击、整

治到底。对各方面反映的问题线索，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

查处。对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

法查处。

三部门联合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打假行动

3 月 1 日，“春风送岗促
就业 精准服务暖民心”——
2025 年长春新区“春风行
动”主题系列活动（高新专
场）在高新活力汇举行。此
次活动旨在为企业节后复工
复产提供人力支持，同时助
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
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3月2日晚，2025CBA全明星周末在吉林

长春圆满落幕。从1995年职业化元年的稚

嫩，到2025年职业体育与文化IP的完美融

合，历经30年的发展，CBA联赛步入崭新阶段。

CBA联赛自 1995 年创立以来，中国篮

球职业化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30年

间，它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篮球

运动员，更推动了篮球文化在中国的普及

与发展。

今年的全明星赛，恰逢联赛30周年，意

义非凡。长春，这座承载着深厚篮球底蕴的

城市，24年后再一次举办全明星周末，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篮球的热情，从街头

巷尾到场馆内外，球迷们的欢呼声此起彼

伏，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CBA全

明星周末以长春为坐标，丈量出中国篮球的

“进化”轨迹。

赛事期间，一系列致敬活动让球迷们重

温了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同时也展现了

CBA联赛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篮球运动现

代化、国际化的不懈追求。

本次全明星周末特设的“黄金一代”表

演赛，成为中国篮球精神传承的绝佳注脚。

56岁的孙军还能用招牌跳步晃过琼斯的防

守，“战神”刘玉栋的中投稳稳命中，阿的江

那飘逸的传球再现赛场……年轻球迷突然

读懂了主持人那句“传奇永不褪色，热血永

远沸腾！”当朱芳雨在名宿三分赛13投11中

时，“三分雨”绝技引发全场沸腾，这种“跨越

时代”的对决，不仅是传奇球星的情怀回归，

更是中国篮球精神的接续传递。

本次全明星赛的一大亮点，在于科技与

娱乐的深度融合。赛事引入了先进的AR技

术，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观赛体验。此

外，一系列看点十足的单项赛、互动环节，

不仅展现了球员们的技艺，也为观众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娱乐享受。这些创新元素，

无疑为中国篮球赛事的多元化发展开辟

了新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节最后的一次暂

停中，杨瀚森举起来自吉林省孤儿学校的8

岁男孩赵路健，帮助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扣

篮。这次扣篮不仅仅是CBA联赛爱心的传

递，更是历史的传承。2001年，同一座球馆，

也是全明星赛，姚明举起来自吉林省孤儿学

校的 8岁男孩张猛，帮助他完成了一次扣

篮。跨越24年的爱心接力与传承，两代“巨

人”，为孩子们种下篮球梦想。两次托举，两

段佳话，篮球传递着关怀，承载着希望。

作为篮球人才辈出的省份，吉林东北虎

队在本次全明星赛中表现抢眼，多名队员凭

借出色的表现成功入选全明星阵容。他们

不仅在赛场上展现了高超的球技，更以坚韧

不拔的精神风貌，激励着每一位热爱篮球的

人。特别是年轻小将的亮眼发挥，让人们看

到了中国篮球未来的无限可能。

2025CBA全明星周末的成功举办，不仅

是对CBA联赛30周年的最好庆祝，更是对中

国篮球未来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它展示

了中国篮球在赛事组织、技术创新、文化传

播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同时也激发了更多年

轻人参与篮球运动的热情。

回顾整个全明星周末，无论是紧张刺激

的正赛对抗，还是趣味横生的单项赛，每一

个精彩瞬间都让人难以忘怀。当五环体育

馆的计时器归零时，不少“黄金一代”的名宿

们都眼角湿润，他们或许最懂这场盛会的意

义：它不仅是对光辉岁月的致敬，更是中国

篮球重新走向世界的宣言。

随着2025年CBA全明星赛的圆满落幕，

中国篮球的新征程已然开启。在这片充满

希望的土地上，每一位篮球人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书写着属于中国篮球的辉煌篇章。

球员球迷同欢 情怀梦想共舞
——2025CBA全明星周末综述

本报记者 张政 付林楠 姚思琦

本报讯（李岩 记者陈沫）日前，记者从通化市林业部门

获悉，2024年，通化市立足森林资源禀赋，紧紧围绕林业改

革发展综合试点市建设，锚定生态美、百姓富发展目标，积

极探索林业产业发展新模式，拓宽“两山”理念转化通道，林

业资源“钱库”“粮库”功能持续增强，全市林业产值全口径

实现393.92亿元，同比增长45%。

坚持扩规提质，塑强产业特色优势。制定下发《通化市

林下及林特山珍产业集群2024年工作推进方案》《通化市推

进林下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通化市林业局促进红

松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等文件，加快推动优势特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市林下山参种植面积32万亩，产量

7880吨，年产值100.86亿元。全市红松林面积55.88万亩，

产量约8672.3吨，产值约8亿元。

强化项目支撑，打造产业发展引擎。牢固树立抓大

项目就是抓大发展的工作理念，始终坚持把重点项目建

设作为推进林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紧盯战略方向、

发展导向、资金投向，积极主动，多措并举，切实抓好重点

项目谋划、推进和落地，为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蓄势赋

能。目前，林业动态项目库库存项目64个。其中总投资

1.7亿元的吉林省林特产业示范县创建项目完成投资1.2

亿元。

立足机制创新，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以“林长+林业产

业链长”双推进机制为抓手，进一步压实林长在保护森林资

源与促进产业发展中的双重职责，按照“一产有规模，二产

有档次，三产有活力”工作目标，构建布局合理、产业链条完

整、附加值高的绿色林业产业体系。通过“林长+重点龙头

企业+产业基地”模式，加快推进国家战略储备林、长白山特

色经济林等示范基地建设。完成建设红松果林基地13个，

指导创建林特产业示范县4个。

深化品牌赋能，绽放产业发展活力。积极开展国家林

业龙头企业和特色林产品申报工作，培育林业龙头企业，着

力提高林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全市现有国家龙头企业4户，

省级龙头企业及基地8户。柳河园丰合作社大榛子、集安坤

盛公司黑木耳、辉南长龙药业核桃饮品、通化康元生物林蛙

肽、通化县禾韵蓝莓等“通字号”特色林产品已具有一定市

场知名度和影响力，品牌竞争力正在逐步形成。

通化市林业总产值实现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张宽）3月2日，第二届全

国滑雪俱乐部精英赛在长春庙香山温泉滑

雪度假区开赛。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雪协会、吉林省

体育局主办，吉林省体育总会、吉林省社会

体育管理中心承办，是一场汇聚了五湖四海

滑雪爱好者的冰雪盛会。

本次比赛项目丰富多元，共设有双板滑雪

技术资格赛、单板滑雪技术资格赛、双板滑雪

竞速、单板滑雪竞速、双板滑雪个人技术、单板

滑雪个人技术以及精英俱乐部队列滑7个项

目，全方位满足不同选手的竞技偏好与兴趣。

200多名滑雪爱好者齐聚洁白雪道，他

们身着鲜艳的滑雪服，脚踩雪板，在雪道上

肆意驰骋，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高超的滑雪

技巧与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在双板滑雪技术资格赛中，选手们身姿

优雅，滑行流畅，对技术的把控精准到位，仿

佛与雪道融为一体；单板滑雪竞速赛道上，

选手们如离弦之箭，风驰电掣般冲向终点，

速度与激情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引得观赛阵

阵喝彩；在队列滑项目中，各精英俱乐部队

伍更是将团队协作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步伐整齐划一，配合天衣无缝，在雪地

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宛如灵动的飞鸟

轻盈起舞，优美的身姿和精湛的技艺，为观

众带来一场美妙的视觉盛宴。经过激烈的

角逐，共有10支参赛队获得俱乐部单项技

术奖，25名运动员获得滑雪个人技术奖，4

个俱乐部获得精英俱乐部队列滑金奖。

第二届全国滑雪俱乐部精英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