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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梅河口市掀起水

田插秧热潮，各种型号的插秧

机奔驰在白亮亮的稻田间，成

为乡村最美的风景。图为泉秀

合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在进

行插秧作业。

记者 吴连祥/摄

本报讯 记者 黄鹭 报道 5月22
日，中国—乌拉圭种牛接收仪式在
长春举行。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仪式
并致辞。

黄强首先代表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乌
拉圭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向农业农
村部长期以来对吉林的关心支持表
示衷心感谢。他说，乌拉圭历史悠
久、文化多元、农牧业发达，是最早
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拉美国
家之一。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
与来访的乌拉圭时任总统拉卡列共
同宣布，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并希望以此为新起点、

新坐标，将中乌关系打造成为不
同体量、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
团结合作的典范。这次种牛接收
仪 式 见 证 了 中 乌 两 国 的 深 厚 情
谊。

黄强表示，吉林是中国重要的
老工业基地和农牧业大省、科教人
文大省、文旅资源大省。今年2月8
日，习近平主席听取吉林省委和省
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要
求我们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勇于创
新、苦干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展现更大作为。我们正在不折不
扣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
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

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以造福人民为
最高价值取向，稳步促进共同富
裕。我们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
攻方向，推动“千亿斤粮食”“千万头
肉牛”建设工程，做足做活“粮头食
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
2024 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 853 亿
斤、再创历史新高、稳居全国第 4
位；新增百万头肉牛，全产业链产值
突破2500亿元。今年一季度，全省
畜牧业产值超过 300 亿元，同比增
长4.4%。这些种牛交给吉林，是信
任更是责任，我们一定科学养护好、
管理好、利用好。

黄强说，加强吉林与乌拉圭交

流合作，是落实两国元首战略指引
的实际行动。吉林将聚焦农业科
技、汽车制造、轨道交通、光电信息、
生物制药等领域，与乌方深入开展
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为深化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力
量。吉林坐拥“绿水青山”和“冰天
雪地”两座“金山银山”，有中国最好
的森林、最好的矿泉、最好的粉雪。
诚邀乌拉圭朋友走进吉林，感受四
季多彩的风光，享受吉祥如意的愉
悦。

乌拉圭牧农渔业部部长阿尔弗
雷多·弗拉蒂、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

长张治礼分别致辞表示，深入推进
肉牛种质资源合作符合双方长远利
益，有利于中国牧场畜群改良和乌
拉圭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希望以此
为契机，促进中乌农业合作向更深
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黄强、张治礼还接收了乌拉圭
种牛谱系资料。

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
惠主持仪式并致欢迎辞。乌拉圭驻
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省领导
李伟、郭灵计，中国农业农村部有关
司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乌
拉圭相关协会、机构负责人参加活
动。

中国—乌拉圭种牛接收仪式在长春举行
黄强出席并致辞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5月
20日，由抚松县委、县政府主办，抚
松县委宣传部承办的“林海参乡文
化展”在县文化馆启幕。展览以“挖
掘林海参乡文化，讲好抚松人参故
事”为主题，聚焦长白山人参的文化
起源、历史演进与产业振兴，着力打
造面向全国、联通世界的中华人参
文化传播新平台，全面展示抚松作
为“中国人参之乡”的文化根脉与时
代风貌。

本次展览将持续展出两个月，
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更好地服务

观众、深化展览体验，展览提供团体
预约讲解服务，10人及以上团体，可
提前预约，由讲解员集中讲解，带领
观众深入了解“林海参乡”的历史脉
络、人参文化与时代风貌。

文化立展，双线叙事彰显地域
自信。展览以“林海”与“参乡”双线
叙事为核心脉络，通过五个展陈版
块和六个专题篇章，全面展现抚松
县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人参文化
的发展轨迹。内容涵盖森林生态、
红色记忆、矿泉文化、非遗技艺、安
楚香文化等多个维度，构建起以人

参文化为主线的立体文化图景。
作为“中华人参文化的重要策

源地”，抚松拥有 1700 余年的野山
参采挖史和460余年的栽培史。展
览通过系统梳理人参从起源、发展
到现代产业的全过程，深度揭示一
根人参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智慧、生
命理念与文化张力，充分体现出抚
松作为“中国人参之乡”的历史厚度
与文化高度。

体验赋能，打造文化传播新场
景。展览设有非遗体验区、文创互
动区、人参养生体验区等多个开放

式功能版块，推出人参手膜、艾灸热
敷、黑参糖试吃、文创明信片集章等
沉浸式项目，让“看展”变为赏文化、
品生活、促传播的综合体验。

《抚松红参的金色记忆》《中国
人参标准图志》等出版物同步首发，
为人参文化的整理、传播与研究提
供了新成果与新支撑。展览现场特
别设置“林海参乡留声机”“抚松记
忆”等影像装置，通过照片、动画、声
音等多媒介手段，带领观众穿越时
空，共同见证林海深处的人文演进
与时代蝶变。

“林海参乡文化展”不仅是一场
文化展陈活动，更是一项对外文化
传播工程。它以人参为文化媒介，
串联起生态文明、民族精神与时代
发展，系统展现中华传统医药文化
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近年来，抚松县深入融入全省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布局，持续推
动“人参+文化+旅游+科技”的融合
发展战略。作为人参文化和产业的
重要承载地，抚松正不断增强文化
软实力和国际传播力，致力于让“林
海参乡”走进全国、走向世界。

挖掘林海参乡文化 讲好抚松人参故事

抚松“林海参乡文化展”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