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吉林市丰满区干休所，一位97岁的老

人坐在轮椅上，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

光。他就是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洗礼的老党员、老兵韩景俊。他用近

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诠释着“忠诚”二字。

从战火纷飞的青春岁月到安享晚年的今天，

韩景俊不仅用鲜血捍卫了祖国，更将红色精

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1928年，韩景俊出生在河南清丰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旧中国积贫积弱，饥饿和苦难

深深烙印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粮食快熟时，

日军、汉奸和土匪就来抢。”韩景俊回忆道。

最令他痛心的，是日军为了抢夺粮食毒打村

民的场景，这一幕深深触动了年幼的他：“那

时我就想，一定要让穷苦人不再受欺负。”

1944年，16岁的韩景俊毅然参加共产党的

部队。那时，他心中怀揣着最朴素的信念：“打

倒日本侵略者，为跟自己一样的被压迫者出

头。”由于当时身材瘦小，韩景俊被分配担任通

讯员，穿着破旧衣裳，扮作流浪儿穿越日军的封

锁线传递情报。“敌人在主要道路上挖了两三米

深的交通沟，就是为了封锁共产党的部队。”老

人说，每一次任务都是生死考验，但“搞革命不

分大小，能杀敌的杀敌，能送信的送信”。

1946年，韩景俊的首次作战就面临着严

峻考验。在押运军需物资时，部队突遭敌军

伏击，班长负伤，弹药也所剩无几。面对数倍

于己的敌人，韩景俊临危不乱，带领战友用物

资围成掩体，集中火力突围。“那时候没时间

害怕，只想着完成任务。”老人目光炯炯，仿佛

重回战场。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的硝烟中，时任

连队指导员的韩景俊在战场上经历了刻骨铭

心的生死考验。当时，他带领170余名战士冒

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战役结束时，

全连仅剩30余人，排级以上干部中唯有他一

人幸存。老人情到深处时，声音跟着微微颤

抖，“那些战友啊，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想不

全了，可梦里总见到他们。”

西南剿匪的战斗中，韩景俊所在连队遭遇

敌军精锐。面对兵力悬殊的困境，看着战友接

连倒下，他端起步枪带头冲锋。“全连都打红了

眼，敌人被我们这股狠劲吓退了。”韩景俊回忆

道。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最终端掉了敌军老

巢，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最解气”的一仗。

1950年，韩景俊作为首批志愿军战士奔

赴朝鲜战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永生难忘：敌

军燃烧弹将村庄化为焦土，稻田在火海中噼

啪作响。“刚入朝时特别艰苦，我们只能在被

炸毁的农田里寻找老百姓没来得及收的土

豆，有时靠缴获敌人的食物充饥。”老人说，正

是这样的绝境，彰显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在

一次空袭中，韩景俊驻防的工事被炸毁，腰部

以下埋在废墟里。“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是

战友把我扒了出来。”韩景俊指了指残疾的双

腿说，“这伤就是当时落下的。”

脱下军装，褪不去军人本色。离休后的

韩景俊仍保持着部队作息：每天五点起床打

军体拳。党支部学习会上，他的笔记永远一

丝不苟。他还积极参与干休所建设，热心公

益事业，坚持为中小学生讲授国防教育课。

“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在心中种下报效国家的

种子，传承革命先辈精神。”韩景俊语重心长

地说，希望通过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激励年

轻一代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把祖国建设得更

加强大。

老兵韩景俊：

在 战 火 洗 礼 中 铸 就 赤 胆 忠 心
本报记者 王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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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抑嫱）7月3日，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

春会见由澳区省政协常委卢秀梅率领的考察团一行，共叙

情谊、共话发展。

朱国贤对考察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澳区省

政协委员、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会及港澳企业家长期以来对

吉林发展的关注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省委书记黄强今年

5月率代表团赴香港、澳门交流访问，深化交流合作，携手

共促发展，推动多领域合作再结硕果。此次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会一行来吉考察，签订了一批合作项目，将为吉林的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港澳的企业家们开辟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助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希望大

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吉林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为吉

林牵线搭桥，多给吉林建言献策，多帮吉林宣传推介，在助

推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中实现共赢发展。

卢秀梅表示，将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情怀，落实好黄

强书记访澳时的工作要求，当好桥梁纽带，广泛凝心聚力，将

吉港澳合作推向更高水平，积极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

曹宇光、赵海峰参加会见。

朱国贤会见澳门中医药考察团一行
本报7月4日讯（记者张鹤 实习生盛芳

菲）今天下午，由省教育厅、“吉字号”特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教育科技产

业服务中心主办，吉林农业大学、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承办，吉

林大学人参研究院、吉林艺术学院、吉林省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吉浙合作科创服务

中心、长春市对外经济合作协会共同协办的

“吉聚参意”——吉林省参茸特产领域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对接路演活动举行。

本次路演以“科技赋能产业，创新引领未

来”为主题，形成“政策解读—案例分享—项

目路演—产业对接”的闭环设计。活动中，来

自吉林省参茸办公室、吉林省科技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同志首先就人参产业发

展现状与趋势、省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政

策进行了解读。案例分享环节，来自吉林大

学人参研究院、吉林农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

学的科研团队分别展示了各自的产业化成

果，为校企合作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随

后的路演环节，来自7所高校的科研团队聚焦

技术创新与产业痛点，分别带来了各自的前

沿成果。

此次活动是省教育厅聚焦“吉字号”参茸

特产领域，推进高校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标志

性实践，通过整合高校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

让“吉字号”特色产业在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的

生机，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创新动能。“我们将

以此次参茸特产领域路演活动为契机，以需求

和问题为导向，挖掘应用场景，搭建对接平台，

跟踪项目落地，探索‘合纵连横’打造高校科技

成果转化网络体系，推动形成‘高校创新—企

业承接—资本跟进’的良性生态。”省教育科技

产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喆说。

此外，路演活动现场还同步设置了参茸

特产科技成果实物展，集中展示吉林大学、吉

林农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14所高校在

人参皂苷提取、林蛙油活性成分开发等领域

的技术突破，直观呈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

转化路径。

我省举办参茸特产领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接路演活动

走进位于大安市叉干镇六合堂村的吉林大安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四层进风过滤系统为猪舍内持续输送洁净空气，

并对排出的空气进行除臭灭菌处理。经过智能空气过滤的

猪舍，无臭气，不扰民。

企业通过智能饲喂、环控、巡检、声音监测等系统，对生

猪的居住、饮食、环控、健康管理等环节实施精准管控。“这

不仅减少了人与猪的接触，降低疾病传播风险，更为猪群提

供了清洁的生长环境。”企业负责人介绍，现代化的养殖模

式正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为了确保消费者吃上高品质猪肉，我们将养殖全流程

置于严格管控之下。在食品安全保障、疫病防控能力、规模

化运营效益及生产成本控制等方面优势明显。”企业负责人

说。吉林大安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是牧

原食品股份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自成立以来，该企业打造

了集饲料生产、生猪育种、生猪养殖于一体的猪肉产业链。

在饲料方面，大安牧原深度应用牧原集团成熟的技术

体系，持续推进豆粕减量替代工作。豆粕作为猪饲料的关

键蛋白原料，价格高昂且高度依赖进口。牧原集团自2000

年起便前瞻性布局低豆粕日粮技术，在该领域积累了经

验。2023年，大安牧原豆粕用量是5.7%，相比社会养殖13%

的豆粕用量低7.3个百分点。

在育种方面，大安牧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科学育

种工作。目前，大安牧原已具备饲养2.25万头优秀能繁母

猪的能力，为生猪稳产保供提供了支撑。

在健康管理方面，大安牧原实施猪病净化“天网工

程”。该工程对猪群疾病底层机理的深入探索，建立起一套

科学高效的疾病防控体系，为大安牧原逐步实现减抗养殖，

并向无抗养殖的更高目标迈进奠定了基础。

大安牧原规划了年出栏100万头生猪养殖体系。该体

系包含15个标准化养殖场、1个年产30万吨饲料厂，以及

核心育种、高效农业等配套项目。该项目自2020年1月开

始陆续投产，目前4个标准化养殖场已投入运营。

大安牧原：

让 消 费 者 吃 上 高 品 质 猪 肉
本报记者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国强千秋盛，家和万事兴。”在白山黑水

间的边防线上，艾碧和蒋德红夫妇用十余年

的坚守与奉献诠释着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她

是扎根基层的平凡女性，他是戍守边关的铁

血军人，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庭，却以超越小家

的大爱，温暖着驻地群众与抗战老兵，成为

“全国文明家庭”的典范。2025年5月，艾碧

家庭被授予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

艾碧与丈夫蒋德红的爱情，始于一场跨

越数百公里的“马拉松”。初次踏进蒋德红的

老家，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让同为农村出

身的艾碧心头一紧，而满墙的立功喜报却让

她眼眶发热。“一个能在军营里把‘忠诚’刻进

骨头的人，值得用一生去爱。”这个朴素的信

念，支撑着艾碧走过8年恋爱长跑。

婚后的分离成了常态。2007年1月，怀

孕8个月的艾碧在家中突然早产，腹痛难忍的

她被紧急送往百公里外的县医院。手术室

外，医生让家属签字时，她才发现身边只有匆

忙赶来的妹妹。直到孩子平安降生，她才给

丈夫发去一条报平安的短信。而类似的“隐

瞒”早已成为习惯：婆婆骨折住院时，她白天

在单位忙完工作，晚上守在病床前喂饭擦身，

连续20天没睡过一个整觉；公公糖尿病并发

症发作，她挺着大肚子跑遍县城药店抓药，熬

药时被蒸汽烫出满手水泡也只是默默涂了药

膏……“嫁给军人，军嫂也姓‘军’。”她总说，

丈夫守护国家，她就要守好这个家。

2013年春，艾碧随军到边城临江。为了

给丈夫减轻负担，她工作之余独自辅导孩子

作业，孩子生病也独自照顾。她还将公婆接

到身边，生活起居照料周全，用积蓄为老人在

老家建起新房。艾碧不仅家庭和睦，还热心

助人。邻居有事，她有求必应；战友家属随军

手续不懂，她主动帮忙。在她的全力支持下，

蒋德红工作成绩斐然，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学

雷锋标兵等荣誉，荣立一等功、二等功。

艾碧深知，爱若局限于家庭是小爱，延伸

出去便是大爱。得知驻地有一户困难家庭，

孩子尚在小学，她立刻送去米面粮油和学习

费用。多年来，她义务资助3名贫困学生，花

费万余元。

2015年春，艾碧结识了驻地20多位抗战

老兵，老兵们的沧桑与贫困触动了她，她决定

为老兵尽孝。此后，她和爱人常带物资看望

老兵，帮忙做家务、理发剪指甲、陪老兵聊

天。白山市江源区94岁抗战老兵聂生茂无儿

无女，靠侄子赡养。2015年12月病重入院，

艾碧冒雪赶到病床前，送老兵走完最后一

程。近十年来，艾碧把抗战老兵、烈士父母当

成亲人，组织多项爱心活动，筹集善款3万余

元，为10余名老兵解决生活难题。

艾碧先后被白山市评为“白山好人·十佳

最美女性标兵—最美军嫂”，被吉林省评为

“吉林好人”“吉林好人标兵”“吉林省最美军

嫂”。2020 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中国好

人”。2021年其家庭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

美家庭”。

这个普通的军人家庭，用灶台前的烟火、

边关路上的足迹、老兵床前的陪伴，诠释着

“文明”二字的深意：它是灶台前的一羹一饭，

是风雪里的一句“有我”，更是把“小家”的暖，

熬成“大家”的光。作为普通军嫂，艾碧用实

际行动诠释家国情怀，展现文明家庭的担当，

她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人传递爱与温暖，弘扬

优良家风与社会正能量。

最 美 军 嫂 诠 释 担 当
——记“全国文明家庭”艾碧家庭

本报记者 韩玉红

近年来，长春新区通过改造城市边角闲置地块或既有绿地，着力打造多处集休闲、健身、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口袋公园，使其成为居民“5 分钟美好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为位
于宁溪河畔的前进公园。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本报7月4日讯（记者张敬源）今天晚上，

“2025延边州消夏避暑休闲季”系列活动——

第三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良田百

世运动假日景区开幕。本次活动以“鲜到延

边·清爽一夏”为主题，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参与，在山水之间感受露营的魅力，体验丰富

多彩的夏日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朝鲜族舞蹈表演拉

开了序幕，舞者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用优

美的舞姿展现着独特风情。国家级非遗打铁

花传承人团队带来的打铁花表演，展示打铁

花、火壶、火刀、火棍、喷火等技艺。他们用手

中的火棍划出金色弧线，风火轮飞转间火星

四溅，与随后升空的绚烂烟花交相辉映。

据了解，作为2025延边州消夏避暑休闲

季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露营嘉年华生动展

现了延边消夏避暑的优良生态与丰富文旅资

源。开幕式上发布了“G331最美廊道边境风

情之旅”“绿野仙踪生态疗愈之旅”等消夏避

暑休闲季八大主题旅游线路，巧妙融入海兰

明珠塔全新观景体验、“延吉公主”沉浸式成

长记等新玩法、新场景，为游客解锁层出不穷

的游玩体验。同时，针对学生群体推出“青春

畅游大礼包”，覆盖渤海古镇、延吉恐龙王国

等近40个重点景区和文艺演出，包含景区特

价票、游玩项目折扣等70项减免或优惠福利。

目前，全州已建成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

敦化中成朝鲜族生态村露营地、蘑菇村庄等24

处标准化露营基地，总占地面积124.7万平方

米，总投资3.38亿元，搭建露营帐篷900顶，日

最大承载量2.3万人，形成集装备展销、民俗体

验、音乐派对、科普研学于一体的露营产业链。

据统计，本次活动首日接待游客超5000

人次，将持续至7月6日，其间每日17时后免

门票开放。后续还将推出咖啡文化市集、星

空影院观影、草地音乐派对、趣味游戏互动以

及露营文化分享沙龙等系列活动。

第三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启幕

本报7月4日讯（记者纪洋）为深入推动美术创作扎根

生活沃土、抒写时代华章，今天，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美

术里的新时代——吉林省美术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大采风活动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吉林省美协主题采风创作活动”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在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举办，同时组织开展了

参观写生活动。

此次大采风活动聚焦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乡村振兴

及东北抗联精神四大主题，共组成10个采风团深入各市

（州）和梅河口市，深扎发展前线、重走抗联故地，力争创作出

更多优秀作品，为成功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吉林省美术作品展奠定基础。同

时，采取省内名家与基层结对子、学术交流研讨等方式，强化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推进基层美术事业蓬勃发展。

美术家们纷纷表示，将深入生活沃土，追溯红色记忆，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用画笔描绘新时

代吉林的壮丽画卷，用丹青铭记伟大抗战精神的不朽丰碑。

当日下午，省美协举办了采风创作技巧培训班，为在此

次采风活动中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提供学术支持。

省美协启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大采风活动

本报讯 7月1日，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长春

市华阳社区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践初心 公益体彩责任行”

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现场通过“重走长征路·创意互动”“听音乐·

猜红歌”“红色印记·心有灵犀”“红心向党·创意绘画”等一

系列创新活动传递红色力量。党建工作、体彩公益宣传、社

区服务深度融合，引导党员群众共同回顾党的光辉历程，传

承伟大建党精神，充分展现社区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共创美

好未来的昂扬精神风貌。

吉林省体彩中心还在活动现场向社区居民介绍体彩公益

项目。通过此次主题活动，激发了党员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也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吉林体彩将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开展

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践行初

心使命，传递社会正能量。

（省体彩管理中心供稿）

吉林体彩开展“党建引领践初心
公益体彩责任行”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