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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委副秘书长、舒兰市委原书记李鹏飞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李鹏飞简历
李鹏飞，男，汉族，1964年 8月出生，吉林磐

石人，1987年 7月参加工作，2003年 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

2002年 9月，任磐石市市长助理、磐石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05年 4月，任磐石市副市长，磐石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

2005年 8月，任磐石市副市长，磐石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08年7月，任磐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磐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09年9月，任磐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11年8月，任吉林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2013年 8月，任吉林市龙潭区委副书记，吉

林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

2015年11月，任舒兰市委副书记；
2015年12月，任舒兰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8年6月，任舒兰市委书记；
2020年5月，被免去舒兰市委书记职务；
2021年7月，任吉林市委副秘书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吉林市委副秘书长、舒兰市委原书记

李鹏飞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声 明
长春中东大市场玉梅花店公章遗失，编号

2201051678218，声明作废。

新华社长春2月21日电(记者王帆 张
博宇) 对于许多关注冬奥会的长春人来
说，31岁的齐广璞在自由式滑雪男子空
中技巧决赛上，完美跳出难度系数高达
5.0的“天际动作”后，振臂怒吼的一幕，让
他们久久不能忘怀。这是一位冬奥“四朝
元老”的圆梦时刻，也是长春这座冰雪运
动之城成就“冰雪双金”的高光时刻。

从冬奥短道速滑“三冠王”周洋到云
顶冲巅的齐广璞，长春何以成为一座囊括
冬奥“冰上”“雪上”项目“双金”的城市？
长春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晓杰等体
育人给出了答案：是坚持，是传承。

梦想 从这里“起飞”

2000年，刚满10周岁的齐广璞初次
来到长春，踌躇满志。

从4岁练习技巧到8岁转项蹦床，灵
动的他逐渐展露出众天赋。“我对翻跟头
并不陌生。只要学会滑雪，就能很快上
手空中技巧。”齐广璞回忆，第一次在空
中训练时，由于把控不够，只完成了半圈
动作就一头扎到雪堆里。

早在1992年，长春就成为首批开展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项目的城市之
一。这个项目注重身体条件和技巧素
质，因此，从有着体操、技巧类运动项目
基础的江苏选出“好苗子”，到长春训练，
形成了国内跨越冰雪版图的优势互补。

齐广璞就是其中之一。但刚接触冰
雪运动的他也曾“水土不服”。“我曾独自
跑到火车站买票，想混上车回老家。”齐广
璞回忆，但在售票窗口看到了时任长春市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教练的银钢。

没有预想中的批评，回到队里后，银
钢带他吃了顿饺子，和队友们一同开导
他。这对齐广璞触动很大，更加坚定了
要在这个项目上走下去。

从2010年在温哥华首次登上冬奥
会赛场，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难度
系数高达5.0动作的选手。从索契、平昌
折戟，到北京冬奥会成功冲上世界之
巅。“坚持”，成为齐广璞和他背后的冰雪
人们唯一的信念。

传承 铸就“冰雪双金”

当2月16日晚的决赛中，齐广璞以
近乎完美的一跳，赢得金牌时，在长春市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他曾经的教练和队
友抱作一团，喜极而泣。

“这不仅为长春实现了雪上项目金
牌零的突破，更是长春作为冰雪名城，实
现冬奥会冰雪项目均衡发展的有力证
明。”李晓杰说。

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之上的长

春，因冰雪运动的历史而荣耀。
1980年普莱西德湖，当时来自长春

的30岁速度滑冰运动员赵伟昌荣任旗
手，让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冬奥会开
幕式现场；2022年北京，72岁的赵伟昌
荣任火炬手，在万众瞩目中手擎“飞扬”
进入国家体育场“鸟巢”。

中国获得冬奥奖牌第一人叶乔波、
获得冬奥花样滑冰奖牌第一人陈露、冬
奥短道速滑“三冠王”周洋，均来自长春。

如何实现短道速滑、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在冬奥赛场上的“双金”？

李晓杰总结，一是科学选材，自由式
滑雪选材重点放在体操、技巧、蹦床等项
目上，为优秀苗子向高水平发展做铺垫；
二是科学训练，每年举办运动员选材测
试和大纲考核比赛，培养标准对标国家
队，跟进国际前沿；三是加强教练员、训
练管理人员队伍建设，将优秀运动员输
送到国家队，再通过退役队员转型形成
反哺；四是加强场馆设施建设，完善硬件
保障，为可持续发展装上翅膀。

“还有传承。”李晓杰说。正如“00
后”李天马在电视机前看到队友齐广璞
夺冠时说的话，“未来我也要刻苦训练，
扛起队伍大旗，创造更好成绩。”

大众 赋予冰雪“生命”

数九寒冬，在长春市南关区平泉小
学2400平方米的大冰场上，学生们跟滑

冰教练学得热火朝天。这里为中小学生
开启了“冰雪托管”，提供各类冰雪运动
课程，让学生们寒假在校园里畅玩冰雪。

冰场旁，竖立着一排荣誉展板，李佳
军、陈露、梁文豪、韩天宇……一位位载
入校史的冬奥名将从这里走出。

始建于1953年的平泉小学不只一
块牌子，这里还是长春市短道速滑学校、
长春市花样滑冰学校。学校在常规教学
的同时，兼顾长春市冰上运动训练基地
后备专业人才的文化课培养。

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近年
来，国家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以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的意见》《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
2025年）》等文件，让“冷冰雪”变身“热
运动”。

冰雪运动的持久生命力也来自大众
的参与。为了使全民健身活动“热起来”，
2021年，长春市体育局组织开展了“线上
线下”全民健身、“迎冬奥”长春市大众冰
雪季等系列活动。此外，还组织长春市青
少年体育公益培训活动，开设田径、足球、
篮球、滑雪、冰球等25个项目，共1812个
班次，公益培训服务8万余人次。

“北京冬奥会给长春带来了新契
机。”李晓杰说，“将进一步壮大民间力
量，培育冰雪运动的群众基础，增强长春
作为冰雪运动之都的吸引力和内生驱动
力。”

长春何以成就“冰雪双金”？

2月16日，获得冠军的齐广璞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21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吉
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发
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对《规
划》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及
具体举措进行了详细解读。

《规划》内容共12章48节，在全面
总结“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基
础上，系统分析了“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我省

“十四五”时期重点规划之一，《规划》突
出科学、系统、精准的原则，立足吉林振
兴发展实际，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系统谋划推进生态环境高水
平保护与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2021年，省委作出了关于忠实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建设生态强省
的决定，在新起点、新征程上把生态文明
建设摆到了更高的位置。《规划》紧紧围
绕生态强省建设目标，在总体目标设定
上，明确到2025年生态强省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果，生态经济实力、环境资源承载

能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民生态文明
素质显著增强，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初步形成，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稳中有升。

在指导思想上，《规划》明确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改
革创新、坚持底线思维、坚持系统观念，
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协同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

在重点任务上，《规划》明确6个方
面内容：一是突出“一条主线”，即以加快
建设生态强省为主线。二是实施“两个
路径”，即坚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相结合、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相融合。三是统筹“三个
区域”，即东部突出“生态保护”、中部突
出“环境治理”、西部突出“生态修复”。
四是强化“四个保障”，即创新动力保障、

科学技术保障、制度体系保障和数字智
慧保障。五是实现“五个突破”，即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
坚”“依法严格生态环境监管”“健全生态
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五
个方面实现突破。六是达到“六新目
标”，即生态文明建设开创新局面、绿色
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生态环境质量实
现新改善、生态系统功能实现新提高、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新进步、生
态文化建设谱写新篇章。

在具体举措上，我省将围绕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环境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四个方面的工作开展，同时，积极回
应群众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在重污染
天气、噪声、饮用水源地、黑臭水体、土壤
污染等问题的治理上下功夫，加大力度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难点痛点问题，大
力推进民生改善，让百姓感受到“蓝天白
云、繁星闪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为生态强省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我省召开发布会解读《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近日，立足东北，描绘中国百姓50余年间跌
宕起伏，勾勒时代缩影的现实题材年代剧《人世
间》正在央视一套和爱奇艺同步热播，收获诸多好
评。该剧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江苏省
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以吉林省的长春、吉林、白山
等地为主要取景地拍摄近9个月，展示了我省的
秀丽风光和质朴风俗，不仅让本地百姓倍感亲切，
更让全国观众产生了来东北玩冰弄雪、吃东北特色
美食的冲动。

《人世间》的取景地遍布我省多个标志性景区，
如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净月潭，是1934年由
人工修建的第一座为长春市城区供水的水源地，森
林覆盖率达96%；以及长春平原上的千年古流伊通
河，不仅在东北运输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也汇集了东北重要的人文景观。

同时，剧中出现大量长春市本地人熟悉的基础
设施，让该剧的年代感和地域感更加写实。比如长
春著名的54路、55路有轨电车，于1941年11月1
日开通运营，见证了长春80年来的时代洪流。周
秉昆和郑光明一处聊天的背景，则是长春电影制片
厂的主楼。长春电影制片厂不仅是新中国电影的
摇篮，也是游客必打卡的吉林省重要文化地标。除
了长春市之外，《人世间》也在白山市的18个地点
进行了取景，其中包括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
北山公园、浑江区四方山景区等。

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品粮生
产基地，有着丰富的城市文化底蕴。如自小在长春
长大的导演李路所言，回到长春拍摄《人世间》，这
座城市依然非常漂亮繁华，东朝阳、人民广场、地质
宫等熟悉的区域也一如从前。

《人世间》不仅打造了精美的城市名片，同时在
这片孕育了时代文明的黑土地上，也上演了一幕幕
温暖的东北式家庭情景。如剧中各种合家欢场景，
春节前数月，周母把仅有的肉冻存起来，等待下乡
的周父以及长子长女归来时再享用，但也会心疼小
儿子的劳累，为他炖一碗红烧肉。子女婚后回家团
聚、串门走亲戚、张罗着拍全家福，均呈现了东北平
凡家庭纯朴的生活样貌。剧中出现的冻饺子、酸菜
炖排骨、炸丸子等令人垂涎的东北美食，也展现出
了浓郁的东北特色和温馨氛围。

一座城成全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年代
剧《人世间》不仅让观众欣赏到了吉林省的风光风
俗，也让百姓感受到了时代变迁中的城市印记，更
见证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城市之间细腻且深厚的真
实情感，通过影像的刻画，让城市的风土人情魅力
绵延无长。 吉林日报记者 马璐

刻画时代缩影 记录乡土人情

看现实题材年代剧《人世间》
打卡吉林取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