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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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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吉林农村报》创刊 70 周年了，回想起我与
《吉林农村报》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土掉渣”的新闻稿件成了“香饽饽”

我 1983 年初中毕业，从那时起就开始自费订阅
《吉林农民报》。每当收到新一期报纸时，我都如饥似
渴地反复阅读，因此萌生了投稿的想法。连续投稿
后，终于有一篇在《吉林农民报》头版的“短新闻”栏目
刊登。虽然是一篇没有标题、只有几十字的新闻稿
件，但却极大激发了我新闻写作的热情，生产劳动之
余，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报写稿上。我采写的《依
靠科技找“豆包”》《扶持养殖户 炕头传技术》等“土掉
渣”的新闻稿件，经过编辑老师的润色加工之后，成了

《吉林农民报》版面上的“香饽饽”。
1991年，我的作品《海金村有条重教船》荣获吉林

日报通讯员好新闻三等奖，参加完颁奖活动，我专门
来到《吉林农民报》编辑部。当时的凌力老师向我介
绍《吉林农民报》一版用稿特点，传授农村基层通讯员
如何提高写稿质量的技巧，我写稿的劲头更足了。

“乡土味”的文学作品登上“松花江”

198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场院里劳动，创作了
一首题为《扬场》的八行小诗。这首“乡土味”极浓的
小诗邮寄给《吉林农民报》编辑部后，很快就在“松花
江”副刊上刊登。编辑老师把诗歌题目修改成《阵阵
金雨》，比原来的题目《扬场》更有韵味，这也是我第一
次在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这年10月，我创办的《无名花》文学社参加首届全
国农村青年文学社团发展研讨会，《吉林农民报》在11
月24日1版刊发题为《无名终变有名——王继民出席
全国农村青年文学研讨会》的报道，让我更加坚定了
文学创作的信心。

“鼓与呼”的爱心传递共助“患病女”

2001年5月，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应聘成为《吉林
农民报》创办的《农村校园》小记者。有一天，女儿向

我说起，同学赵雪洁身患糖尿病，每天中午都在教室
里给自己注射胰岛素，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帮帮她。第
二天我和女儿一起来到学校进行深入采访。我们采
写了题为《爱和生命的企盼》的稿件，刊登在11月10
日《农村校园》“爱心直达”专栏里，呼吁社会各界伸出
援手，为赵雪洁奉献爱心。

稿件刊发不久，县政协委员释正林从《农村校园》
看到报道后，专程来到十花道乡香平村赵雪洁的家中
看望，当即表示愿意承担赵雪洁的上学费用，帮助她
到城里住院治疗。2002 年 2 月 23 日《校园周刊》（由

《农村校园》更名）一版头题刊登了我和女儿采写的跟
踪报道《爱从这里延伸……》

有幸和《吉林农村报》一路相伴40多年，我与《吉
林农村报》的故事还在延续……

我与《吉林农村报》的故事讲不完
王继民

王继民：曾任通榆县十花道乡文化站站长、通
榆县《鹤乡报》总编辑、通榆县新闻记者站副站
长。在党报党刊发稿 3000 多篇，百余篇获奖。

本报讯 徐秀红 于佳明 记者 徐
文君 报道 7月5日至6日，吉林市露
营季系列活动之“风有约花不误，我
在幽芳谷”第一届户外露营节在风景
如画的幽芳谷景区举办。作为吉林
市露营季的重要分会场，幽芳谷与亿
联携手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美
景、烟火浪漫与户外狂欢于一体的沉
浸式露营体验。

花海为幕，烟火为序。活动首
日，来自长春米其林M超级联盟户外
露营群、吉林正阳街露营车友会等组
织的近 200 名露营爱好者齐聚幽芳
谷，在绵延的花海中安营扎寨。7月
5日19点30分，一场绚丽的烟花秀点
亮山谷夜空，正式拉开狂欢序幕。随
后，篝火舞台秀与啤酒烧烤派对同步
开启，游客围坐在篝火旁，品尝美食、

畅饮佳酿，在音乐与欢笑中感受夏夜
的热情。

本次活动旨在推广蛟河市“露
营+”旅游新业态。现场50顶帐篷错
落分布于花海间，游客既可赏花观
星，亦可参与互动游戏，享受田园之
乐。活动尾声的7月6日，游客还可
自由探索幽芳谷的生态秘境，感受

“慢生活”与自然的深度融合。

吉林市举办第一届户外露营节

本报讯 韩美兰 李龙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7 月 4 日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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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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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舞蹈表
演拉开了序幕，舞者身着绚丽的民族
服饰，用优美的舞姿展现独特风情。
国家级非遗打铁花传承人团队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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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大连的露营爱好者吴爱军
一家难掩兴奋，他说：“延边生态资源
优越，非常适合露营、康养、自驾等户
外活动，夜晚还可以举行篝火晚会，
体验感很好。”

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
营销经理张金辉说：“首日便吸引了
来自哈尔滨、大连、长春等地 400 余
名露营爱好者，景区利用近2万平方
米草地，划分出帐篷宿营区、文化旅
游体验区、美食区及特产展示购物区
等功能区域。”

据了解，作为 2025 延边州消夏
避暑休闲季的重要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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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州已建成良田百世运
动假日景区、敦化中成村露营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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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启幕

盛夏七月，延边洲游客出行意愿高涨，乡村旅游尤其火爆，众

多游客纷纷走进林间湖边、乡村田园，以不同方式品味夏日农

韵。图为游客在龙井果园山上小憩。

李广友 记者 侯春强/摄

本报讯 记者 徐文君 报道 7月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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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带来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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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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