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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代会 建功新时代
——吉林振兴这五年

导 读

坚定不移稳增长

大安市严格落实河（湖）长
制，实行“一河一策”，通过开展
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加大
河湖巡查力度，河湖水域的保
护、治理和管护水平全面提升，
河畅、水清、岸绿的美好图景正
变为现实。这是红岗子乡村民
在月亮湖水库6号坝上巡查。
姜伟明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新华社香港6月12日电 在《大公报》

创刊 1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一个多世纪以

来，《大公报》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

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公，文章报国，为

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

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

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报》旗帜鲜明发

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香港

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交流、促进人

心回归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

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

播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

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贺信全文
另发）

《大公报》创刊 120 周年庆祝仪式 12

日下午在香港举行，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是

目前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中

文报纸。2016年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

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后，加快融合发

展步伐，形成了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华人

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习近平致信祝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强调

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值此《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我向
全体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秉承“忘己
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办报宗旨，立言为
公，文章报国，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大公
报》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凝聚社会共
识，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增进香港与内地

交流、促进人心回归作出了贡献。
希望《大公报》不忘初心，弘扬爱国传

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力和影响
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
时代篇章。

习近平
2022年6月12日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贺 信

本报讯（记者于小博）近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调

度全省能源重点项目建设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

作要求，抢抓“双碳”机遇，立

足风、光、水、地热等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优势，加快全省能

源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全力

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

地。

韩俊指出，我省风光资源

丰富、未利用土地多，发展新

能源产业潜力巨大。要保持

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良好势头，

紧盯年初确定的投资目标，坚

持工程化项目化推进，为加快

经济恢复性增长作出“能源贡

献”。一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

建设提速。紧盯“陆上风光三

峡”、东部抽水蓄能等重点工

程，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变、

全年算账，强化用地、资金、用

工、物料等要素服务保障，确

保完成年度投资目标任务。

二要着力推动新能源消纳利

用。统筹推进“发电+消纳+外

送+转化”，落实电网建设支持

政策，全力做好电力入网，加

快“绿电”园区建设，大力发展

制氢制氨产业，抓好特高压输

电外送通道等电力消纳、送出

配套工程建设。三要全力拉

长新能源产业链条。依托重

点头部企业，围绕风电、光电、

氢能、储能、装备制造等产业

链开展以商招商，加快落地一

批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的大项

目、好项目。推动企业对接合

作，着力扩大碳纤维材料在新

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推广应用，

提高风机、塔筒等新能源装备

本地配套率，促进产业配套集

成，加快形成清洁能源全产业

链体系。四要加快推进新能

源乡村振兴工程。创新新能

源工程融资和运营模式，保障新能源指标需要，力争三年实现乡

村全覆盖。五要在新能源基础设施上取得突破。落实好专项债

券资金扩围政策，大力支持充电桩、换电站、储氢站等新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增强新能源基础配套服务。

会上，省能源局，白城市、松原市，省电力公司、国家能源集

团吉林电力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国家电投吉林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华能吉林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

中广核新能源吉林分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汇报项目建设有关

情况。

吴靖平、安立佳、刘凯、蔡东、韩福春、李伟、安桂武参加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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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悦）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截至5月末，全

省已建成风光发电项目装机1232.42万千瓦，其中风电867.15

万千瓦、太阳能发电365.27万千瓦。

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潜力较大，

是我省固有的优势之一。早在十余年前，我省西部地区就获批

打造国家首批7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近年来，我省积

极部署，稳步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并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发

展，实现资源开发与装备制造相互促进。

尤其是在去年10月，“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全面启动，该工

程主体区域涵盖3个市、11个县（市、区），幅员面积约5.1万平

方公里，是国家松辽新能源基地的核心区。到2025年，将打造

消纳、外送和制氢3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同时，我省提出

的“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将新能源开发利用上升到战略

层面。它通过打造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牢牢把握能源安

全主动权，从而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随着相关项目不断推进，我省新能源发电装机不断增加，为

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我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超1200万千瓦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赵极）日

前，记者从吉林石化了解到，5月份，该公

司统筹抓好从封闭运行到常态化疫情防

控过渡期间的疫情防控、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等工作，在保障稳定运行的基础上，

紧盯市场变化增量提效，加大产销优化力

度，转型升级项目、揭阳项目建设等重点

难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前5个月累计实

现增效超3亿元。

扎实推进提质增效价值创造行动。吉

林石化牢固树立“管理出效益、精细管理出

大效益、精益管理出更大效益”理念，细化

制定“1+7”提质增效方案，落实具体措施

297项，统筹渣蜡油平衡，优化生产船燃、石

油焦等特色产品，阶段性“减化增油”措施

效果明显，完成天然气制氢装置PSA改造，

丁辛醇、乙丙橡胶等创效装置优化运行，生

产优化力度持续加大，有效推动增效。

该公司紧紧抓住低硫船燃油效益较好

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技术突破、工艺突破

和思想突破，经过5次实验室调合实验和摸

索论证，最终决定将焦化蜡油加入到低硫

船用燃料油参与调合，从源头上保障关键

组分油的供应，形成了工艺流程最优、焦蜡

调合比例最大的调合方案，每吨成本下降

70余元的同时，5月份低硫船用燃料油产量

超1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迅速研判市场变化，主动靠前服务。

吉林石化对网内客户进行地毯式调研，内

容涵盖客户当前月需求量、库存量、后期生

产安排及需求牌号新变化等细节，做到了

全面细致掌握客户情况。在此基础上，该

公司坚持分类包保、一户一策，积极帮助客

户解决资金紧张、临时订单急需原料等需

求，进一步拓展产品流向。

“面对二元胶市场需求较好契机，在充

分研判市场需求和下游接受力的基础上，

我们对乙丙橡胶产品精准实施排产优化、

增销降库和稳价推价等系列优化策略，5月

份乙丙橡胶实现增效2300余万元。”吉林石

化销售公司经理高天说。

6月份，是冲刺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

的关键节点。下一步，吉林石化将进一步

增强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加大

工作力度，务实创新举措，真正把提质增

效和对标管理提升抓在实处，与转型升级

相统筹，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全方位管理

提升。

加大产销优化力度

吉林石化前5月实现增效超3亿元

吉林大地，处处焕发生机。

老旧小区改造，民生短板不断补

齐；地标建筑不断涌现，城市建设日

新月异……近年来，我省结合城市更

新行动，谋划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和改造，城市焕发的新活力正在展现

出来。

小区里的新生活

原来的老旧散、脏乱差，到如今

的“花园式小区”，长春市西门里社区

西双河小区经历了喜人的变化。走

进小区，平坦宽阔的路面、干净整洁

的环境，处处都能感受到业主对小区

“大家庭”的用心和爱护。

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原

来的小区环境非常不好，到处可见垃

圾，路面坑坑洼洼。近年来，成立了

小区党组织和居民自治委员会。集

合党支部、居民自治委员会和‘点单

式’物业三方力量，有效改善了小区

居住环境，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也

越来越强了。”西双河小区党支部书

记刘媛说。

在这里，居民们开启了“新生

活”。漫步小区，随处可见居民休闲

健身场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传

来……

近年来，我省加快城市更新，持

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下转第三版）

“ 新 环 境 ”焕 发 新 活 力
——我省新环境设施建设走笔

本报记者 聂芳芳

路边的便民服务亭、街角的“口袋公

园”、人行天桥加装的电梯……走在吉林市

街头，这些数不胜数的新设施，为群众生活

带来便利，也为城市增添了文明色彩。

近年来，吉林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通过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实践，提高发展质量，提升

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走出了一条富有

江城特色、符合江城实际的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之路。

吉林市于2020年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后，

坚持机制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推

进常态长效建设，努力打造“信仰之城、首善

之城、幸福之城、魅力之城、善治之城、共享

之城”。在中央文明办公布的2021年全国文

明城市年度测评结果中，吉林市在114个地

级城市中排名第20位，位列东北三省地级全

国文明城市第一名。

宜居家园 提升幸福指数

“好球！”走进丰满区江南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乒乓球台上对战正酣。“我和老伴

平时上午打太极拳，下午就来这儿运动，运

动完还能在这儿看看书呢。”69岁的市民王

桂花，家住附近，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常

客。她说：“这里环境好，心情舒畅！”

江南街道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

手，依托区党群服务中心，高标准打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代文明教育基地，

并配置志愿服务工作室、便民服务室、城

市休闲书吧、精神文明小课堂、多功能会

议室等场所。

近年来，吉林市全面提高城市网格化、

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有序推进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和更新改造。仅去

年，全市就有58个老旧小区进行综合宜居改

造，受益居民2.9万户；完成老旧供热管网改

造99公里，新建燃气管线22.9公里。他们

利用“智慧吉林”智能停车系统及“吉林好停

车”APP，构建智慧停车管理体系，逐步实现

静态交通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通过网约

定制公交、街巷微公交等便捷化、精准化、智

能化的服务，让居民出行更便利。

“七边”治理 绿美江城展新颜

在船营区大绥河镇，城边遍植翠绿，镇

边建起公园，村边多了广场，路边、河湖边树

枝摇曳，林边、田边干净整洁……“七边”环

境卫生治理行动让大绥河镇全方位改变了

模样。

吉林市加大力度，开展“七边”“六清”环

境卫生治理。仅去年，全市就清理垃圾45万

吨、野广告70万处、违法建筑2.6万处、排查

整治高铁沿线问题1300余个，建设“口袋公

园”、村屯小树林1436个。 （下转第三版）

吉林市：持续推进文明幸福江城建设
本报记者 李婷 冯荟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