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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将
黑土地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加强战略谋划，
强化统筹协调，完善政策举措，扎实推动黑
土地保护和“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取得阶段
性成效。2023年，全省实施保护性耕作面
积达到3300万亩以上，实现5年翻一番，居
全国第一位。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体系制度。全面
加强黑土地保护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建设，
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成
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粮食安
全工作暨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市
县成立相应组织机构，上下贯通推动落
实。今年，先后召开了“黑土粮仓”科技会
战领导小组会议、黑土地保护专家委员会
座谈会，安排部署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提出

具体工作要求，推动黑土地保护深入实施。
强化法律贯彻，加强依法保护。国家黑

土地保护法颁布后，我省及时修订《吉林省
黑土地保护条例》，并于今年4月1日正式实
行。结合7月22日“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系
列宣传活动和冬春农业科技大培训、农业技
术推广、示范观摩等活动，广泛开展普法宣
传，让广大农民充分了解法律知识，引导和
调动农民主动参与到黑土地保护中。

强化考核监督，压实主体责任。将黑
土地保护利用工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重要内容。印发
《2022年度吉林省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考核工作实施方案》，对全省44个县（市、
区）开展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工
作。针对黑土地保护年度重点任务，印发
年度工作方案、巡回督导检查通知及6个年

度重点任务日历进度表，组织各地有序推
进相关工作。结合粮食安全考核工作，组
成10个督导组，开展巡回督查指导。设立

“骏马榜”“蜗牛榜”，对任务进度定期调度
通报。

强化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深入实
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着力在良田、良种、
良机、良法、智慧农业等“四良一智”上协同
发力。建成黑土地保护领域2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5个工程研究中心和1所东北黑土地保
护利用创新研究院。累计启动100多项课题
攻关，并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研制了黑土
地保护性耕作配套大型智能农机装备，初步
构建了“天-空-地-人-机”数据感知体系。
建设了农安、梨树和镇赉3个万亩级核心示
范基地。目前，全省核心示范基地面积超8
万亩，累计展示推广玉米秸秆覆盖保护性耕

作、水稻抗低温减灾生产、盐碱地以稻治碱
改土增粮等23项技术。

强化技术推广，持续服务“三农”。建
设县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240
个以上，保护性耕作实施作业主体达到2.6
万个以上。实行“优机优补”政策，全省免
耕播种机保有量超过5.1万台。利用省农业
机械化智慧云平台，实现作业监测全省统
一管理。开展保护性耕作培训200多场次，
培训基层推广人员2000人以上、专业机手
5000多人次。构建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提
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等保护路径，总结

“上盖、下松、适度深翻、水肥一体”等技术
路径。2023年，全省推广耕地深松800万
亩、增施有机肥500万亩、耕地轮作200万
亩、水肥一体化500万亩。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我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居全国第一位
实现5年翻一番

我省连续43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随着2023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结束，

吉林省实现连续43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
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屏障安全。这
是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集中力量、精心部署、联防联控而取得的
丰硕成果。

面对今年全省春季干旱少雨，秋季旅
游、秋收、灾后重建等人为涉火活动叠加，火
源管控压力大的严峻形势，全省各地以林长
制为抓手，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全力压实属地行
政领导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经营单
位主体职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省森防办、省应急管理厅致力
于做好森林火灾有效预防和扑救指导，压
实防火责任，强化应急联动能力，相继印
发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实施方案、工作要点、宣传方案等指导
性文件；组织召开全省春、秋防工作部署
会议；在清明、春耕、五一、中秋国庆和秋
收等火灾风险高危时段开展联合督导检
查；组织开展有6支林草专业队伍参加，
调动335人和51辆指挥运水运兵车实施
扑救和增援行动的2023年秋季省级森林
草原防灭火点检拉练。省林草局筑牢宣
传教育、隐患排查、预警监测、火源监管

“四道防线”，防火期共布设维护宣传旗
30余万面，条幅2万余条，固定宣传物
6000余个，智能监控宣传设施350余套；
560余座瞭望塔、216个防火视频监控设
备实行全天候瞭望监控；启动防火检查站
1755个，2.2万余名“三员”（巡护员、瞭望
员、检查员）全部上岗到位。省森林消防
总队1960名指战员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
森林草原火灾风险为己任，充分发挥国家
队主力军作用，超前谋划，靠前驻防，枕
戈待旦,时刻做好扑火准备；积极协助地
方开展防火宣传、督查检查、培训演练等工
作。省公安厅、省气象局等省森防指成员单
位，牢固树立森林防火“一盘棋”思想，结合
各自职责任务，积极落实联防联控责任。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防守！好！快点！再快点！”12月5
日下午3点多，在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冰球
馆内，随着教练李东的喊声，传承者冰球俱
乐部30多名队员在冰面上快速滑行，控
球、传球、射门，不时有冰球撞在板墙上，发
出清脆的响声。

“传承者，起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为了
传承冰球运动。”李东介绍说，吉林市的冰
球运动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是吉林
市最早成立的冰球俱乐部之一，共有队员
60余人，分为成年组和少年组，队员年龄
小到4岁，大到70岁。“目前，我们正在紧张
备战吉林省大众冰球邀请赛，在争取好成
绩的同时普及这项运动，让更多人接触冰
球、练习冰球、热爱冰球。”

目前，吉林市已有12支冰球队，在
2017-2020年，承办过俄罗斯“VHL丝路
杯”冰球联赛，2022年承办了吉林省第十
九届运动会冰球比赛和全国女子冰球锦标

赛。在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冰球项目青少年
组比赛中，吉林市代表队获得乙女、丙男、
丙女3枚金牌。

吉林市在冰上运动项目中，不只有冰
球这样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还有短
道速滑这类屡屡为国争光的优势项目。

10月以来，每天下午三点半到晚上七
点，在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训练馆，总有一
支队伍在这里训练。光滑洁白的冰面上，
蹬冰、收腿、摆臂……几名短道速滑运动员
在一瞬间迅速滑过冰面，划出道道弧线。
他们就是吉林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短道速
滑集训队。教练员张辉告诉记者，北京冬
奥会之后，热爱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的
孩子比以前更多了。目前，他们正在备战
即将开始的吉林省短道速滑U系列青少年
比赛。

短道速滑作为吉林市的优势项目，发
展起步较早，成绩斐然，曾涌现奥运冠军

武大靖、李坚柔、韩雨桐、张楚桐等名将。
如今，吉林市共有19支短道速滑队，本周
期第一年注册运动队员356人。从2014
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2018年韩国平昌
冬奥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林市短
道速滑运动员连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
得金牌，吉林市也成为全国第4个实现省
运会、冬运会、亚运会、冬奥会金牌全覆盖
的城市。

近年来，吉林市在大力发展各类冰雪
体育运动的同时，还依托天然的冰雪资源
优势，积极打造冰雪娱乐场所，让更多的江
城百姓玩冰嬉雪，乐享健康生活，已经连续
9年浇筑公益冰场，免费向公众开放，满足
了不同人群运动需求。新雪季，吉林市将
陆续开展全民上冰雪活动、大众冰球比赛
等群众体育冰雪赛事等，引导更多市民积
极参与到冰雪运动中去。

吉林日报记者 李婷 丁美佳 周凇宇

吉林市：释放冰上运动体育强市新动能

11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3—
2024年雪季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八场)，省
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第七届吉林冰雪
产业国际博览会（以下简称“第七届雪博
会”）的相关情况。

据了解，由吉林省文旅厅、长春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雪博会将于12月
14日至21日在长春市举行，在“长白天下
雪”全新冰雪品牌引领下，将掀起新雪季全
省冰雪节事高潮。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冰雪产业发展，自2016年开始，吉林
雪博会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雪博会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吉林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忠诚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理念，旨在加快构建冰雪旅游、冰雪运
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等吉林特色现代化
冰雪产业体系，努力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
和冰雪旅游胜地。

本次雪博会以“振兴冰雪经济，共享长
白粉雪”为主题，在世界旅游联盟、世界山
地旅游联盟、中国冰雪产业发展联盟、中国
冰雪旅游推广联盟、中国滑雪场联盟、中国
滑雪协会、中国滑冰协会、中国体育用品联
合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支持下，各项筹
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吉林雪博会是目前国内唯一以雪为主
题的博览会，是东北地区最具规模、最有影
响力的冰雪产业综合商贸展洽活动。截至
目前，累计展览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参
展品牌2500余家，接待观众63.5万人次，在
国内外冰雪业界拥有良好的知名度。本届
雪博会的展会活动从12月15日-19日在长
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总面积10万平方

米，包括6万平方米室内展区和4万平方米
室外体验区。

室内展区共有七大展馆，折合标准展
位3448个。

雪博会室外还设置了三大体验区：
一是主题冰雪乐园，包含了各种冰雪

游乐项目，如雪地转转、雪地大章鱼、冰上
碰碰车、冰上自行车、冰车、冰猴、雪地坦
克、雪地摩托等。

二是热雪大赛赛事区，作为雪博会的
保留赛事，我们邀请到了国内外知名顶级
滑手参赛，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视觉盛宴。

三是冰雪运动赛事区，包括长春市中
小学生雪地球比赛、雪地足球比赛、雪合战
比赛，体现了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冰雪运动、
热爱冰雪运动的精神风貌。

本届雪博会共设有6个板块共32项活
动。其中主体活动将集中在12月14日至
16日，将以“长白天下雪”品牌全球发布
会、第七届吉林冰雪产业国际博览会开幕
式、“圆桌会议”、中国旅游发展50人论坛
等为代表的8项主体活动为开端，联动全省
各地开展冰雪文化、旅游、体育、商贸、装备
等各类冰雪节事赛事商贸活动近400项。

与往届雪博会相比，本次大会有四大
亮点：

一是参与范围最广。本次大会得到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3000余名重要嘉宾将参
会参展，包括重点冰雪国家驻中国办事机
构、政府主管部门曾任领导；世界旅游组
织、世界滑雪联合会、中国旅游协会等行业
组织负责人，知名冰雪企业负责人，冰雪领
域著名专家学者等。主宾省新疆等27个
省份将开展文博展、非遗展，19家国家级
滑雪旅游度假地代表全部参会，各地文旅

部门均派代表开展合作交流。活动期间，
还将举办“中国旅游发展50人论坛”，更是
代表了国内冰雪领域研究的顶尖水准和规
格。

二是产业覆盖面最全。截至目前，已
有包括冰雪体育装备、冰雪设备制造商、非
遗产品、滑雪度假区、冰雪景区、休闲康养、
航空服务、旅行商等10多个领域455家单
位参展，基本涵盖了冰雪产业各个领域、整
个链条。例如冰雪装备馆，已引进包括海
德、阿托米克、迪桑特等来自14个国家和
地区的88个滑雪装备品牌参展；冰雪汽车
驾乘馆完成64家企业招商招展工作。

三是国际化程度最深。本次雪博会
得到多个冰雪国家和城市的关注与支持，
主宾国法国及爱尔兰、瑞士、芬兰、加拿
大、意大利、日本、韩国、蒙古共9个国家代
表现场参会，并与我省吉林、通化、长白山
等地区以及企业开展技术、人才、产业等
全方位合作。大会期间，我们将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代表创造更多交流合作平台，特
别是“第七届吉林冰雪产业国际博览会圆
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专家、企业
代表将进行主旨演讲，交流冰雪产业发展
的各方观点。

四是文化元素最鲜明。我省把文化交
流展示作为大会的重要内容，专门设置了
非遗主题馆、文博主题馆两个文化展馆。
其中非遗主题馆已确定100多项世界和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参展；文博主题
馆已引进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等109家国
内顶级文博单位参展。大会期间还将开展
创意设计、冰雪文化交流活动、冰雪旅游商
品设计等系列创新创意活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振兴冰雪经济 共享长白粉雪
第七届雪博会14日至21日在长春举行 展会活动15日至19日举行

长春市继续执行冬季非居民
天然气价格3.99元/立方米

12月8日，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
布了《关于继续执行非居民冬季天然气价格
的通知》，通知中称，长春市人民政府批转
《关于申请调整居民、非居民天然气价格的
请示》（长城乡〔2023〕111号）收悉，经过调
研测算，并报长春市政府同意，决定继续执
行2023年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调整冬季非居民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长发改价格〔2023〕65号）文件要求，执行时
间为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冬
季非居民天然气价格3.99元/立方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