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棒”跑得怎么样？
——驻村第一书记奋战乡村振兴新征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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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新步伐 取得新成效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坚

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一书，近

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在

全国发行。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

著标志。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

自我革命。监督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

要地位，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

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

党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设立国家监

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构建巡视巡察

上下联动格局，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

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形成了一

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制度规范体系，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

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习近

平同志围绕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表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对于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

来为人民谋幸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10个专题，共计371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 11月 15日至2021年 11

月 11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指示等130多

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

表。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近日的一个清早，随着一阵犬吠，老孙从

亮堂堂的大房子里推门而出，迎接客人。

屋子里热气腾腾，猪肉酸菜馅饺子刚刚

出锅。

“今儿是啥日子啊？起早吃饺子！”黄崴

子村第一书记梁全福笑着问。

“赶集时买了肉 ，没啥事就包饺子

呗……”老孙媳妇徐连菊满脸笑意。

火炕暖，饺子香，人心热！

墙上“吉祥如意”四个大字也被映衬得熠

熠生辉。

梁全福看着墙上刚刚装裱的毛笔字，打

趣道：“哟！这日子过好了，还爱上书法了？！”

老孙咧着嘴憨憨地笑了。

“吉祥如意”四个大字挂在墙上，更写在

了老孙的心里。

老孙，名叫孙著富，今年75岁，是通化市

亨通镇黄崴子村村民。因为患有脑梗和严重

的胃溃疡，老孙难以像常人一样下地干活，再

加上常年打针吃药，好好的日子硬生生被疾

病拖垮了，成了贫困户。

“国家政策好，我们这些贫困户从2017

年起这日子就渐渐起来了……”

2017年，穷了几代的黄崴子村摘掉了贫

困村的帽子。

2019年，全村37户119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实现全部脱贫。

日子好了，沉默寡言的老孙也变得爱说

话了。

他掰着手指细数：“我和老伴都有低保，

还享受医疗保障，还有双女户补贴、养老保

险……”

“2020年2月，我查出来膀胱癌，可吓坏

了。后来，政府安排我在县医院做了手术，现

在好多了。” （下转第二版）

老 孙 的 红 色 账 本
本报记者 孙翠翠

本报讯（黄英姿 王卓 记者杨晓艳）农行吉林省分行以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对接我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实体经

济发展贡献力量。截至2021年10月末，全行实体经济贷款余

额1026.61亿元，较2021年年初净增86.75亿元。

聚焦“两新一重”。该行综合运用投、贷、债、租、证等多种

融资工具，持续加大对“两新一重”，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

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支持。重点

支持沈白、吉珲、敦白等一批铁路项目和吉林龙蒲、辉白、东

双、榆松高速、中铁PPP公路等一批高速公路项目，成功中标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为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

长春地铁项目发放贷款52.38亿元，重点支持长春地铁2号线

东延、轻轨4号线南延以及地铁6、7号线项目建设。

聚焦绿色低碳。围绕打造吉林“陆上风光三峡”工程，省

农行大力支持重点风电项目和三峡新能源（双辽）庆达光伏发

电、白城光伏“领跑者”基地等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国能公主

岭、长岭等生物发电项目建设。围绕城市绿色转型，加大吉林

市、四平市、白城市等地下管廊、海绵城市、垃圾处理等环境基

础设施网络项目建设，累计投放贷款93.91亿元。

聚焦产业升级。省农行持续加大以通化产业集群为代表

的省内重点医药企业融资支持，医药产业贷款余额达11.89

亿元。积极推动制造业稳链固链强链，围绕全省打造汽车、旅

游万亿级产业，分别为一汽集团核心企业新增发放贷款55亿

元，为北大湖滑雪度假区、长白山旅游等文旅项目投放贷款

11.37亿元。截至2021年10月末，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和汽车、旅游、医药等领域贷款净增92.01亿元。

聚焦助企纾困。该行通过“微捷贷”“快捷贷”“链捷贷”等

线上产品，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截至2021年10月末，全

行“小微e贷”余额41.36亿元，较2021年年初增加12.37亿

元，增速达43%。

省农行千亿贷款赋能实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李樊）记者从省文

化和旅游厅获悉，日前，由中国旅游

研究院、哈尔滨市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2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发布

了《 中 国 冰 雪 旅 游 发 展 报 告

（2022）》，我省多地、多景区斩获多

项冰雪大奖。其中，长春市、吉林

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获“2022年

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吉林市“松江

赏雾凇”获“2022年冰雪经典创新

项目”，长白山旅游度假区获“2022

年热门冰雪旅游景区（度假区）”。

深入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

银山”理念，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号召，积极营造“冬

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的浓厚氛

围，我省推动冰雪经济量质齐升。

长春以打造“都市冰雪”为核心，主

打冰雪体验和都市文化双特色，“感

受冰雪自然”和“体验冰雪生活”双

延伸，实现了冰雪产品全面开花、冰

雪活动全域发展，构建全域化布局、

多层次体验、可持续推进的冰雪经

济格局。吉林市全力打造“雾凇之

都、滑雪天堂”城市品牌，“赏雾凇、

戏冰雪、泡温泉”成为吉林市冰雪旅

游的金字招牌。目前，吉林市已建

成12座中高端滑雪场，雪道总面积

超过362公顷；同时，吉林市建有大

型综合体育场馆和专业冰上训练

馆，每年浇筑公益冰场100块以上，

免费向市民开放。长白山保护开发

区深入实施“旅游+”战略，“12度粉

雪，温暖相约”的冰雪品牌声名远

播，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三个层面同时发力，形成以

生态、文化、冰雪、康养为内涵，以精品景区、温泉度假基地、冰

雪旅游基地为核心，以区域中心节点为支撑，以高速、高铁、航

空等旅游大通道为纽带的大旅游发展格局；打造“长白春雪”

“长白山礼物”等文旅品牌，推进二道白河名镇景区及讷殷古

城、锦江木屋村、鲁能、万达等旅游联合体与长白山主景区形

成全域互联格局；打造独具特色的“长白山神庙遗址”“老黑河

遗址”长白山文化之旅。

入选2022年热门冰雪旅游景区（度假区）的长春冰雪新

天地项目，坐落于长春市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是我省重点

打造的世界级冰雪主题乐园。2021年12月12日，第二十五

届长春冰雪节开幕式在长春冰雪新天地盛装启幕，园区内打

铁花表演、烟花秀等冰雪文化旅游活动丰富多彩。长白山旅

游度假区位于白山市抚松县，集滑雪、娱雪、山地运动度假、高

端酒店群、度假小镇、温泉、水乐园于一体，是我省重要的高品

质冰雪度假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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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要振兴，能源产业发展成为其中关

键一环。

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

源资源禀赋、发展潜力较大，是我省固有的优

势之一。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

发展优势，吉林始终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

作”能源安全新战略、“30·60”碳排放目标为

我省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此，我省积极部署，“陆上风光三峡”应

运而生，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渐入佳境——

2021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

“两横两纵双环”电网，完善500千伏电网结

构，启动吉林“陆上风光三峡”工程，推动“吉

电南送”特高压通道建设；

当年6月8日，吉林省能源安全暨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加快“陆上风

光三峡”建设，着力构建清洁安全高效能源体

系，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0月28日，在白城通榆吉西基地鲁固直

流140万千瓦外送项目建设现场，吉林省“陆

上风光三峡”工程建设迎来了全面启动。

时值寒冬，汽车驰骋，一路向西，经松原，

至白城，途中可见一台台风机如白色森林，一

片片光伏电板如蓝色海洋……一幅精心描绘

的“风”“光”产业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壮丽

舒展。

依托吉林西部广袤平原的风光资源，以

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为支撑，吉林“陆上风光

三峡”工程的主体区域包括白城、松原两市全

部及四平双辽市，涵盖3个市、11个县（市、

区），幅员面积约5.1万平方公里，是国家松

辽新能源保障基地的核心区。工程的总体目

标是，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

300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800亿千瓦时。

近日，好消息传来——截至1月初，全省

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已突破1000万千瓦。

与此同时，据省能源局副局长杨庆明介

绍，为加快实现能源绿色转型发展，省能源局

根据吉林能源自身特点，开展深入研究，提出

“十四五”时期我省“11125”新能源发展重点

任务——

建设一个基地：国家级新能源生产基地；

一条通道：吉电南送特高压通道；

一条产业链：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

两个园区：白城、松原“绿电”园区；

五大工程：生物质能源利用、氢能开发利

用、电能替代、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新能源乡

村振兴等重点工程。

规划、愿景落定，实施是关键。为推进我

省清洁能源发展，加快“陆上风光三峡”建设，

我省采取了多种方式齐头并进。

——内引。通过白城市、松原市两个“绿

电”园区低电价和“绿电”优势进行招商引资，

扩大用电增量，提升省内自身消纳能力。争

取到“十四五”末，两个园区用电量达到200

亿度，配套新能源装机800万千瓦；到“十五

五”末，两个园区用电量达到400亿度，配套

新能源装机1600万千瓦。

——外通。打通外送通道，借助鲁固直流

以及正在推进的吉电南送特高压外送通道将

优质清洁能源电力送往华北、华东等地区，联

通京、津、冀、鲁、豫、江、浙、沪共8个省（市）。

力争“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各新增1条特高压

外送通道，每条通道外送300亿度清洁能源电

力，配套新能源装机1000万千瓦以上。

——制氢。推动“长春-松原-白城”氢能

走廊建设，将白城、松原等西部城市打造成为

国家级“绿氢”规模化供应基地，建设“中国北

方氢谷”。到“十四五”末，年生产氢气达到5

万吨；到“十五五”末，年生产氢气达到40万

吨，配套形成千万千瓦级“绿电制氢”新能源

基地。

——抽蓄。充分发挥吉林东部山区丰

富水利资源优势，推进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

工程。已建成白山、敦化（第1机组）2个电

站，装机65万千瓦，在建敦化（另外3台机

组）、蛟河2个电站，装机260万千瓦。安图、

汪清、和龙、靖宇、敦化（新增2个选址点）、

通化共7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已列入国家

抽水蓄能选点规划，新增装机920万千瓦。

打造东北电网应急调峰保障基地，构建“山

水蓄能三峡”。

——强网。完善省内电网架构，推进乾

安、向阳、甜水、昌盛、龙凤5个500千伏变电

站新建扩建工程，提升电网汇集能力和送出

能力。协调电网提前跟进新能源项目布点，

保证电网送出工程与风光发电项目进度相匹

配，实现风光发电项目与送出工程同步规划、

同步核准、同步建设、同步投运，为吉林“陆上

风光三峡”建设提供支撑。

伴随着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的铿锵足

音，“陆上风光三峡”工程未来可期，吉林能源

发展也定会随之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全省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陆上风光三峡”工程持续推进——

白 山 松 水 好“ 风 ”“ 光 ”
本报记者 杨悦

2021 年起，每年的 1 月
10 日 是“ 中 国 人 民 警 察
节”。在第二个“中国人民警
察节”到来之际，吉林图们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近日开展了

“致敬警旗 重温人民警察誓
词”活动。这是民警们在国
门前重温入警誓词。

张彪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稳健前行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2021年9月10日，

中国首款自主高端雪车正式交付。这辆诞生

于吉林的国产雪车实现了“0”的突破，宣告我

国雪车装备长期依赖国外品牌的历史从此结

束。国产雪车将成为中国健儿的“最佳搭

档”，驰骋在世界各地的冰雪赛事上。

国产雪车研发初期，我国在雪车设计、材

料体系、制造工艺、产品评价体系上尚处空

白。中国一汽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组成联合

研发团队，共同开展自主雪车攻关。为解决

经验不足的困扰，中国一汽雪车研发团队与

20余位中国雪车队教练员、运动员进行了11

次专题访谈，梳理雪车使用场景，分解出46

项功能需求和26项性能需求，为雪车研发方

向提供了重要指引。

研发过程中，中国一汽逐一攻克了人机

工程优化、平台关键系统及零部件设计、材料

轻量化、CAE仿真模拟、高精度机械加工工

艺、整车试制试验系等一系列难题，掌控了整

车、车身、转向、制动等领域20余项关键技

术。项目团队对人机工程、车身外形、车身可

靠、车身全碳、操控性能、数字工艺等方面进

行优化，全面实现了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在试制阶段，项目试制团队设计了10套

夹具，尝试了全新材料，采用了二次装备办

法，融合了弧焊机器人二氧化碳自动焊与资

深技师手工焊的优势，有力保证了雪车项目

的进度与产品精度，为中国雪车运动员带来

了低风阻、高可靠、易操控的国产雪车。

国产雪车蕴含的科技含量与制造工艺，

让研发者为之自豪。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整

车开发部工程师王磊说：“国产雪车采用全

碳车身，强度大、重量轻，推手可定制，靠背

位置角度可调，能够满足不同运动员身体条

件的要求。整车采取平台化开发，可以快速

迭代优化。”

国产雪车的造型与外饰是整车最具感性

色彩的部分。几经考量，设计团队选择中国

传统的红黄配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拉花

设计。经过底漆打磨、面漆涂装、拉花装饰，

精心“妆扮”的雪车让科技、竞技与中国元素

完美融合一体。

在中国一汽项目团队的高效协同下，国

产雪车研发项目自2021年3月20日启动立

项，5月20日布置方案冻结，6月10日设计方

案冻结，8月15日完成装配，9月10日顺利交

付，仅用时5个多月完成了雪车装备的研发

试制，高质量交付雪车装备。

“大国名片、外观惊艳、快如闪电、身轻如

燕、坚如磐石”，国产雪车问世后，获得了高度

评价。从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从空白到惊

艳，国产雪车研发制造历程展现了“中国制

造”的强大力量，也擦亮了“吉林制造”的亮丽

名片。

中国首款自主高端雪车“吉林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