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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在会场间凝聚，智慧在言语中

迸发。

1月24日下午，省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联组二组讨论会场内座无虚席，一

股股谋发展的热情正在涌动。来自民

革、民盟、民进组，农工党、九三学社、无

党派人士组，民建、工商联组，台盟、台

联、侨联、对外友好组的委员们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吉林建言献策。

在讨论中，围绕如何全面实施“一主

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现资源利用、

要素优化、优势再造，委员们展开热烈讨

论。

王淑梅委员一直关注我省中药产业

发展。她率先亮出观点：“吉林省作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

地，在全国中医药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发展中药产业是落

实‘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内

容。”

“种源是中药产业的基础，中药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质种源的保障。”

她建议，强化中药材资源的收集、保护和

利用，规划建设东北药用植物保存中心，

打造集资源科研、种质保存、科普教育和

科技研发为一体的服务平台。同时，增

加基础研究，创新育种技术，努力提高种

源质量。

“当前，我省康养旅游产业呈现良好

发展势头，应乘着全面实施‘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的东风，加快迈出新步

伐。”赵玉兰委员接过话茬，“我认为，配

套设施不足、缺少产业布局等，都是制约

我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提出问题，就要给出解决答案。

她建议，要立足“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认真研究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在打造已有的冰雪旅游、森林康养基

地等区域原生态特色的同时，加强中

医养生保健服务、绿色食品生产加工、

中医药膳食等康养领域产业布局，促

进资源共享和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吉

林康养旅游品牌。

在崔岳春委员看来，“十四五”时期，

长吉文化旅游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他建

议，全面落实“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部署，加快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整合

两市文化旅游资源，联手打造特色鲜明、

品牌突出的一体化旅游体系，实现长吉

文化旅游产业升级增值发展。

“乡村振兴”也是会场内热议的高频

词。

说到乡村振兴的话题，张祺午委员

的建言焦点定格在人才发展上。

“乡村人才支撑是关键。”他建议，加

快建立具有吉林特色的培育制度体系和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联动机制，深入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快提升

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全面服务

乡村振兴。

刘晓峰委员的发言同样聚焦乡村振

兴。他认为，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一支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更

有责任、有优势、有潜力参与到乡村振兴

战略中，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他建议，可以从强化政策支持、强化

人才保障机制、完善金融体系建设、优化

民营经济发展硬环境等几方面着手，为

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撑。

“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对全省经

济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建议进一步推动中科吉林科技产业

创新平台创新发展。”“种质资源是人参

育种以及人参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要

加大保护力度。”……

两个多小时，12名委员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从不同角度提建议、献良策，竭

尽所能为推动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贡献真知灼见，彰显担当作为。

想出“金点子”发出“好声音”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联组二组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李抑嫱

“作为一名畜牧科技工作者，我一直非常关注‘秸

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希望借助自己的专

业特长，为推动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两会

期间，吕爱辉委员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自己带来的《关于

提升延边肉牛全产业链水平的建议》提案。

“肉牛产业是一个中轴产业，上连种植业，下连加

工业，并对第三产业有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吕爱辉

说，“以延边黄牛产业为核心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势必

大有可为。”

吕爱辉建议，做大做强肉牛产业，首先要提高肉

牛总量，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推进延边黄牛产

业适度规模化发展。其次，要提升肉牛质量，延边黄

牛是我省独具特色的生产高档牛肉的品种资源，应

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大力推广。第三，要提升牛肉

附加值，深耕牛肉精深加工，延伸肉牛产业链。例

如，利用现代加工技术和装备进行精细化分割，开发

和升级速冻调理品加工、熟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模

块，开发保健牛肉制品、生物提取物、医药用品等精

深加工产品。此外，加强三产联动，建立“延边黄牛

生态观光产业园”，实现传统畜牧业与生态旅游、特

色民俗文化、文创产业、科普教育的整合，打造具有

浓厚地方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

吕爱辉委员——

三产融合提升肉牛全产业链水平
本报记者 徐慕旗

医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百姓健康意义重大。

吉林省肿瘤医院是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的主

力成员单位，在抗肿瘤新药研究领域已经深耕十几年，

推进20多个新药上市、纳入医保并降价。2021年 7

月，吉林省肿瘤医院启动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恶

性肿瘤新药创制平台战略合作项目，充分发挥专家及

药企的引领和科技创新作用，加快新药研发成果产出

和临床落地，摸索出一些合作创新的经验。

今年两会，程颖代表建议，建立基础研发、企业孵

化、临床转化、审评监管一体化新药创制平台，加快推

进新药基础研发机构建设，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发挥医

药创新源头作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吉林省是国家生物医药发源地之一，建设从研发

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融合创新、多要素协同配合、全方

位开放共享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和平台，是实现

我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程颖建议，强化交叉合作，开展技术攻关，着力打

造“产学研医用”创新体系，让科技成果集群式转化，全

面提升我省医药产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打造优

质团队，赋能临床研究，进一步带动生物医药产业的创

新升级。深化审评监管，加快新药创制综合性创新平

台研究成果转化落地。

程颖代表——

建设新药创制综合性创新平台
本报记者 任胜章

▲ 1月24日，与会的人大代表认真听取省长韩俊
作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付平 丁研 摄

亮观点，出实招，谋发展……1月24

日，来自农业组，经济三组，文艺、体育

组，科协、科技一组，社科、新闻出版组，

教育、医药卫生二组的委员们进行联组

讨论。委员们建言献策的热情让会议室

内春意融融。

建设生态强省，是加快吉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的长远之策。围绕这一话

题，委员们结合自己所在领域贡献了诸

多良策。

张巍委员建议，我省应以报建国家

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为契机，加快

实现低碳转型绿色发展。以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整体发展目标，以碳达

峰、碳中和为关键路径，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建设大美吉林。

当下，全球正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白雨虹委员建议，我省应该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依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建

立国家级碳排放监测平台。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胡亮

委员将目光锁定在汽车产业上。他建

议，我省应该加快“数字吉林”建设，推进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挥我省汽

车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智能汽车、智慧交

通、智慧城市和5G基础设施协同发展，

实现从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节能减排。

如何持续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和高

效利用，是苏阳委员十分关心的话题。

他建议，强化顶层设计，统一协调盐碱地

土壤改良、水利工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工程项目，盘活资金，综合施策，协同攻

关，集中发力。

不久前，科技部批复同意《吉林省创

新型省份建设方案》。科技创新话题备

受委员们关注。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科技创新作

为创新驱动的核心工作来抓，采取一系

列有力措施，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合力

尚未形成。李冰委员认为，“这就需要政

策、资本市场等多方共同发力，建立多层

次科技金融融资体系，加强金融对科技

创新的支撑力度，释放我省科技资源富

集优势。”

“企业本身存在技术研发能力不强、

研发活动少、研发投入水平低等现象。”

李锐委员说道，“应推行‘企业出题、政府

建库、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同攻关、市场

验收、政府补助’的科研攻关模式，组建

专业化、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移机构，还

应探索建立适应成果转化的分类评价体

系。”

李广社委员提出组建“吉林省复

合新材料实验室”的建议。“碳达峰、碳

中和要求我省相关产业加快绿色转

型，推动绿色转型需要科技支撑，需要

加快推动科技创新。组建‘吉林省复

合新材料实验室’，有助于统领和协调

全省科技力量，形成合力，集中攻关。”

李广社表示。

朱臣、王金利、张利恒、安春军、刘桂

琴委员分别围绕推动我省冰雪体育装备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民营企业深度

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我省体卫融合发展、

加快我省人参产业振兴发展、做好我省

“十四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等方

面，提出看法和建议。

在精彩的发言和热烈的讨论中，委

员们碰撞思想、凝聚共识，展现了参政议

政、共谋振兴的担当与风采。在真知灼

见的点滴汇聚下，吉林振兴发展之路越

走越宽。

建言展风采 聚力显担当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联组一组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本报1月24日讯(记者米韵熹 徐慕
旗 邱国强 景洋)今天，参加省政协十二届

五次会议的委员们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有关报告。各界别委员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讲感受、谈体会，各抒己见，气氛热

烈。委员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求真

务实、催人奋进，科学谋划2022年重点工

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操作性。

在经济界一组的讨论中，徐特委员

说：“政府工作报告总结去年工作成绩和

亮点，让人振奋。特别是我省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让我切实感受到企业办

事越来越便利，审批时间越来越短，效率

越来越高。这些变化和成绩都说明我们

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在教育界、医药卫生界三组的讨论

中，委员们发言踊跃。“聆听政府工作报

告，既激动又振奋。”王洪杰委员从事教

育工作多年，他认为，去年，吉林启动新

一轮高考改革，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为教

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也

吸引了许多优秀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

“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加强县城普通高

中建设，我相信吉林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吉林教育的明天也会更加辉煌！”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谋划、有布

局、有承接、有创新。”在文艺界、体育界小

组讨论中，朱臣委员颇有感触，“报告提

出，深入挖掘吉林历史文化资源，科学规

划开发红色文化旅游线路，打造优秀关东

民俗文化品牌。这也更加明确了我今后

的工作重点，我要按照报告所提出的工作

思路、目标任务，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详实，目标明

确。让我感到非常振奋，对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在民建、工商联组讨论中，韩瑛

委员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继

续发挥政协委员的优势和特长，集智聚

力、建言献策，为将政府工作报告描绘的

‘施工图’变为‘实景图’作出应有贡献。”

集 智 聚 力 建 言 献 策

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继续进行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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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中，委员们结合自身工作，积极建言献

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