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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将于7月6日启动

嫩江湾畔崛起“生态高地”
——大安市推动绿色转型走笔

2023年全国竞走锦标赛
在长白山开幕

7月3日，记者在吉林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期三个月的第七届吉林省消夏
避暑全民休闲季暨“精彩夜吉林”
消夏演出季将于7月6日正式开
始，此次消夏季全省各地将有400
多项活动举办，涵盖文化、乡村、体
育、美食、时尚等多个领域。

省文旅厅副厅长陈思宇在发
布会上介绍，此次消夏季将集聚全
省消夏避暑和演出资源、整合消夏
避暑节事活动，重点体现避暑休
闲、文艺演出、露营体验、特色美
食、乡村生活、民俗文化、康养度
假、边境风情等省内优势消夏避暑

休闲业态。在未来的3个月里，吉
林省各地将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
主题鲜明的各类消夏避暑文旅节
事活动。

近年来，吉林省充分发挥以生
态、气候、区位为核心的消夏避暑
资源优势，以持续举办吉林省消夏
避暑全民休闲季为牵引，深耕“三
亿潜在避暑人群”市场，整合推出
到吉林“森”呼吸、行走在“吉”线、

“醉美吉乡”“滑雪场的夏天”等特
色避暑休闲产品，全力营造“宜游、
宜养、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着
力构建“特色鲜明、创新驱动、功能
完善、交叉融合”的现代避暑休闲

产业体系，创新推进避暑休闲产业
高质量发展，将“清爽吉林·22℃的
夏天”的品牌越擦越亮、越叫越响。

今年“精彩夜吉林”消夏演出
季分为精品剧目广场系列演出、专
业文艺院团广场系列演出、送演出
下基层十五年回顾、第五届吉林非
遗节和分会场活动五个板块，其中
吉林非遗节和分会场活动仍然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据了解，本届演出季最大的亮
点是首次将国外经典剧（节）目以
公益性演出的形式引入广场舞台，
实现了全民共享。俄罗斯玛丽艾
尔国家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天鹅

湖》，印度宝莱坞歌舞团《宝莱坞经
典电影歌舞》将拂去神秘面纱，亮
相文庙广场，与观众亲密接触。

陈思宇介绍说，今年消夏季
共有八项主体活动：一是7月6日
19:00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第七届吉林省消夏避暑全民休闲
季暨“精彩夜吉林”消夏演出季启
动仪式；二是自7月6日晚起至7月
10日，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户外
草坪区举办文旅消夏生活展；三是
7月7日-10日，举办吉林省文化和
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交流活动；四
是7月-8月，在长春文庙广场举办
精彩夜吉林消夏演出季活动；五是

开展首届“悠游吉林”全民共创文
旅短视频大赛；六是开展“驾红旗
车·游吉林景”高端定制游活动；七
是拟于7月22日-30日，在长春市
云琅营地举办2023吉林省露营生
活节；八是开展“滑雪场的夏天”主
题营销活动。

为进一步激发省内文旅市场
活力，吉林省还将继续开展“吉地
花开”文旅消费券专项发放活动、
与高德地图合作开展吉林省特色
数字文旅消费地图专项补贴活动
等2项促消费活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杜兆云

初夏时节，漫步大安嫩江边，如
织游客聚集于此，听蛙声鸟鸣，观滩
涂芦苇，望碧草连天。

坐落在松嫩平原的大安市，素有
“嫩江明珠”的美誉。致力涵养高质
量生态，筑牢蓝天碧水绿色“屏障”，
大安市提出建设“绿色农业发展样板
区、西部清洁能源基地核心区、生态
旅游先行区、宜居宜业滨水城市”。

“绿色转型”的理念浸润于嫩江
湾畔、产业园区，以及翻滚的稻浪间
——“生态大安”应运而生。

绿色农业：米粮川里说丰年

“盐碱地”变身“米粮川”，被选
为全国盐碱地治理的优秀典范，这
几年，大安农业没少“出彩”。

夏日午后，在大安市四棵树乡
广袤的稻田间，鸟叫虫鸣，风景如
画。谁能想到，这片绿的底色原来
是斑白的盐碱地。

在大安，当地老百姓曾流传一
句话：“碱地白花花，一年种一茬，小
苗没几棵，秋后不收啥。”过去，四棵
树乡部分土地盐碱度高，不少农民
尝试种植水稻，都因盐碱较重产量
低放弃了。

而这种窘境因为科技的介入将
被彻底改变。

不久前，华清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开始在这里旋耕整地、抛洒改良
剂、增施有机肥。“我们通过使用清
华大学的专利技术，改良盐碱地。”
项目负责人张晓飞说，争取1-3年，
把四棵树乡7000亩盐碱地改造成
稻田。

昔日“沉睡”的盐碱地被激活。
2022年丰收季的稻浪翻滚最能说明
问题。

就在2022年初，省自然资源厅
在大安市海坨乡互助村设立了盐碱
地土壤改良试验示范基地，把盐碱
地变成了“擂台”，引进11家盐碱地
改良技术单位在此试验种植，用最
后的产量和改良效果来决定技术推
广花落谁家。

采用有机硅调理技术、脱硫石
膏复合改良技术、磷石膏改良技术、
硫酸铝改良技术等，选用耐盐碱水
稻品种，使盐碱地新开水田快速改
良成丰产水稻田……“擂台赛”上，
11家企业“各显神通”，令泛白龟裂
的盐碱地上农作物竞相生长，迸发
出新的生机。

村民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大安市

2022年粮食产量达到28.5亿斤，再
创新高，实现五连增。

而曾经让农民“头疼”的盐碱
地，治理新增耕地2.86万亩，大安盐
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被纳入国家试点，“大安
模式”成为全省样板。

清洁能源：氢能涌动新时代

“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
化示范项目建设工作进展顺利。项
目在建的情况下，已收到国内外多
份意向协议，前景广阔。”

说这话的是大安吉电绿氢能源
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主任孙鹤。在
他面前开阔的土地上，塔吊、挖土
机、铲车配合作业，项目办公楼等正
在加紧建设。

2022年10月，全省瞩目的“氢
动吉林”行动启动，主会场便选在这
里，这个项目对于全省清洁能源产
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
“排头兵”，资源优势得天独厚的白
城市发展迅猛。

在白城打造“中国北方氢谷”的
大背景下，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换道
抢跑”，是大安全力发展清洁能源产
业的“底牌”。

就在不久前，经过前期570天
紧张施工调试，华能吉鲁大安市500
兆瓦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此次并网发电，不仅为大安市
新能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再添新动
能，也树立了企地互利、吉鲁共赢的
新典范。

源源不断的“绿电”从大安市诞
生、传往远方，各类项目的装备制造
必不可少。

来到大安市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园区，制造风机塔筒和叶片的两家
企业相望而建，实现了风电装备本
地化生产。

进钢板、下料裁边、卷制、单环
焊接、组对工序……经过一系列流
水线操作，吉林天能重工厂房内，一
座座塔筒的雏形清晰可见。

而在生产风机叶片的吉林重通
成飞新材料前成型车间内，叶片的
半壳合模工作正在进行。

“风、光等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
渥，发展前景广阔，是企业落户大安
的主要原因。”两家企业负责人不约
而同地对记者说出了这番话。

把清洁能源转化为促进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是大安市探索出的生
态与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几年
来，华能、华电、中航工业、国家电投
等多家央企相继落户，成为全市能
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发展绿色能源，打造低碳生
活。通过积极参与“陆上风光三峡”
工程和建设风电、光伏“双千万千
瓦”大基地，预计“十四五”期间，大
安市的新能源开发装机将达到500
万千瓦，并建设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清洁能源生产消纳基地。

大安市将乘“双碳机遇”之风，

借“陆上风光三峡”之光，倚北方氢
谷之势，用全产业链思维构建清洁
能源产业体系，实现加快转型、进位
赶超、跨越发展。

生态旅游：南北布局绘幸福

提到游大安，必来嫩江湾。
以往来大安市采访，记者曾四

访嫩江湾旅游区。从亭台楼阁加紧
修葺，到项目完工初具雏形，再到景
区设施不断完善，每次到访的感受
都不同。

坐上观光车，清风徐徐，两侧绿
树成荫，宛若“世外之境”；下车登
船，但见水波如玉，碧空如洗，水鸟
翩跹起落，水面舒展漫散到天际
……

“千里嫩江第一湾”，果然名不
虚传。

高度重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大安市宣传树立了“嫩江第一湾”旅
游整体形象，并坚持“文化搭台、旅
游牵手、经济唱戏”的文旅融合理
念，推动生态旅游升温。

生态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吸引了
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早就听说‘嫩江湾’景色好，趁
现在天气不热，带家人来休闲度假，
挺好的。”“自然风光结合文化设施，
让我们看起来不单调，给‘沉浸式’
游玩点赞！”“景区不收门票，观光
车、游船等设计的线路合理，值得一
玩。”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对景区赞
不绝口。

城水相依、城景相融，“嫩江湾”
打响大安市旅游名号后，当地政府

“趁热打铁”，又衍生出不少新景区，
大安凤翎渔村生态民宿就是其中的
代表。

民俗体验园、网红露营地、水上
烧烤船、水上乐园等项目令游客流
连忘返，烤全羊、炖江鱼、特色小吃
等美味令人垂涎。在这里，游客们
可以体会多元化的休闲娱乐文化，
畅享“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悠闲
时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聚合自身优势，大安市聚焦“吉

林西部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
充分发挥生态底色优势，紧扣北线

“三点一带”（即嫩江湾、机车小镇、
月亮湖，修建沿江公路、构建沿江乡
村振兴旅游带）、南线“一环四园”
（即西南水域草原旅游风景道，牛心
套保国家湿地公园、东沟湿地狩猎
文化公园、姜家甸国家草原公园、五
间房水岛乐园）发展全域旅游。

未来，大安市还将依托良好生
态本底，加速释放生态效益，推动实
现“生态与文化、绿色与经济、自然
与观光”高效融合，构建湿地生态旅
游产业发展示范中心，打造美丽休
闲生态旅游城。吉林日报记者 杨悦

7 月 3 日上午，2023 年
“长白山旅游股份杯”全国竞
走锦标赛在长白山正式拉开
帷幕，吸引了国家队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约300名运动
员参与比赛，由国际水平裁
判组成了具有最高水准的执
裁队伍。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中
国田径协会、吉林省体育局、
长白山管委会联合主办，旨
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助力开创体育强国
建设新局面，打造具有长白
山特色的田径品牌赛事，推
进田径事业高质量发展，发
挥体育助力稳经济、促消费、
激活力的作用。

长白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5%，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
达每立方厘米12万个，夏季
平均气温仅22℃，温润清爽、
气候宜人，是绝佳的康养运

动、避暑休闲的胜地，“22℃
夏日，凉爽有约”旅游品牌备
受欢迎、广为传播。长白山
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
日趋完善的训练设施，已成
为中国田协耐力项目备战世
界大赛的夏训首选之地，被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
中心授为“竞走训练基地”和

“马拉松训练基地”。长白山
全国竞走锦标赛作为持续打
造的品牌赛事之一，在国家
体育总局、中国田径协会、吉
林省体育局的关心支持下，
已逐步成为展示中华体育精
神的“长白山窗口”。

本次比赛共分两天，在
池北区美人松公园设立环形
赛道，运动员们纷纷表示将
在本次锦标赛中充分发挥实
力、展现风采，赛出成绩、赛
出风格、赛出友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吉林艺术学院
以汇演展现课程思政成果

6月 29日晚，吉林艺术
学院“艺术+思政”暨课程思
政成果汇演举行。本次汇演
是吉林艺术学院积极探索

“艺术+思政”创新路径的重
要成果，更是推动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见行见效的生动
实践。活动旨在打造“艺术+
思政”特色课堂，推进学院

“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建设工
作，创造与时代同行的艺术
精品，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
人才。

演出当晚，共有舞蹈《岁
稔年丰》(《玉米大地》片段）、
京歌表演《我是中国人》、乐
器演奏《游园惊梦》、舞蹈《大
姑娘美》、合唱《灯火里的中
国》、舞蹈《渔浪成桥》、古筝表
演《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舞蹈
《八女投江》、朗诵《英雄》、歌曲
《领航》等10部作品精彩上演，
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艺
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整场汇演的全部节目都
来自于吉林艺术学院多个相
关专业的日常课堂教学，在
形式上几乎涵盖了舞台艺术
的全部类型，在内容上将历
史的厚度、时代的广度、思想
的深度、生活的温度汇聚成
红色的力度，让思政内容变
得生动具象、鲜活可感，真正

走入课堂，进入人心，通过舞
台艺术这个强大的载体，展
现了“艺术+思政”的独有魅
力。

据戏剧影视学院教师杨
锡介绍，这场演出既是课程
思政的一次成果汇报，也是
学院主题教育的实践活动。

“艺术+思政”教学模式是吉
林艺术学院“课程思政”建设
的一大特色亮点，通过多种
艺术形式的表达，沉浸式教
学体验，丰富多彩的艺术实
践，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情感共鸣，培养学生的
艺术素养和创造性思维，让
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升
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
掌握和实际应用能力。

舞蹈学院学生杨槟硕告
诉记者：“非常高兴能够参加
本次汇报演出，这不仅是一
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心灵
的洗礼。大家以热情、活力
的表演，让观众们在跳跃的
音符之中感受艺术的魅力，
在艺术的浸润之中触摸信仰
的力量。今后我将把这份充
满向善、向上、向美的精神，
带到学习和社会实践中，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吉艺学
子的青春担当。”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昶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