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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网

近年来，中国一汽聚力
攻关核心技术，大量应用创
新成果，持续丰富新能源汽
车产品线。目前，一汽红旗
繁荣工厂已投产红旗E-QM5
和全新红旗H5两款车型，预
计年底前还将有3款在制在
研产品量产。图为正在生产
中的红旗E-QM5。

本报记者 赵博 摄

本版编辑 陈庆松 刘洋

坚定不移稳增长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7月26日下午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

气氛中就中印尼关系以及双方共同

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全面深入交换

了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习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奥会

后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充分

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

度重视。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

下，中印尼关系蓬勃发展，彰显强劲

韧性和活力。双方战略互信日益巩

固，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作“四

轮驱动”合作格局不断深化，在维护

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团结合作

方面展现担当，积极有为，树立了发

展中大国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典

范。事实证明，发展好中印尼关系

不仅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益，也在

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深远影

响。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印尼人民也正为

实现 2045 年建国百年目标积极打

拼。我愿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引领中印尼关系行稳

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

段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

通，前途命运攸关。构建中印尼命运

共同体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

遍期待。很高兴双方确立了共建命

运共同体这一大方向。中方愿同印

尼以此为统领，巩固战略互信，坚定

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双方要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向

深入，结出更多硕果。力争如期高质

量建成雅万高铁，实施好“区域综合

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等重大合作

项目。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印尼建

设区域疫苗生产中心，密切公共卫生

合作，愿继续扩大进口印尼大宗商品

和优质农副产品。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

“种子大王”扎根公主岭，皓月牛“四个

蹄子”赶上“四个轮子”，九台农产品精深加

工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点滴见精神，今

日预未来，长春农业“新”起来，吉林粮仓稳

起来、强起来、香起来。

7月仲夏，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两

周年之际，黑土地、大粮仓劲奏拔节之声，殷

殷嘱托正在变为吉林振兴发展的美好现实。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打造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现

代农业城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吉林视察时，

第一站就走进丰饶的黑土地，调研一件头等

大事——粮食生产。

作为我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长春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长春以打造现代农业城作为践行省委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再

次奏响现代农业发展最强音。

新支撑、新动能、新气象，锚定目标，汗

水浸染。

时值7月，黑土之上绿意铺排，青纱帐

里，玉米拔节。

今年，长春市落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457.39万亩，超过任务指标40.69万亩，比

上年增加103.71万亩。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面对一度

严峻的疫情形势，一声号令，一辆辆满载农

资的运输车开进村口；一队队返乡农民回归

田园；一项项省、市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接续

出台，一笔笔种粮补贴及时下发。乡、村两

级干部与农户结对包保，“一户一策”帮扶政

策温暖民心，合作社、农机大户“代耕代种”

与小农户实现互动。

备耕、春耕“不落一农户，不荒一亩田”，

长春市粮食总产量有望突破250亿斤，增长

1.2%左右。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在公主岭市，总投资4亿元的鸿翔种业

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建设紧锣密鼓。4条果

穗烘干线国际领先，两座全数控种子加工

厂，年加工种子可达5000万公斤以上。全国

最大、最先进的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拔地而

起。

“我们与中科院合作研发的抗大斑病cr

基因，已成功导入早熟品种，比常规玉米品

种增产10%至20%，计划明年在吉林省大面积

推广。”鸿翔种业法人代表贺伟说。

种业是粮食之基。长春市以公主岭种

子产业为基础，以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为

核心，建设国内高水平的百万亩玉米种子

繁育基地，加快推进中国农科院、先正达、

隆平高科等一批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落

地，先后建立种子研发中心、科研实验站等

育种基地，打造中国玉米种业硅谷，挺起中

国种业的脊梁。

高标准建设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特优

玉米生产基地、智能农机装备制造及技术推

广基地，打造国家粮食生产高效提质先导

区……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任重道远。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黑土地，重点发

展农产品加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畜牧业3个

主导产业，辐射对接全省“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双带”中的“中西部粮食安全产业

带”，长春现代农业城厚积薄发，吉林省乃至

中国农业的希望在这里日日生发。

向年产值500亿元冲刺
用“四个蹄子”赶超“四个轮子”

24年，再造一个皓月。

而这个皓月，今非昔比。

一幢幢标准化牛舍通透敞亮、一字排

开，喂料机、消毒机、按摩机一应俱全，皓月

集团沃金黑牛养殖示范基地里，一头头肉牛

毛色油亮、膘肥体壮。

无菌车间整洁干净，一个个被吊起的全

牛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精准移动，上脑、眼肉、

西冷等55种牛肉产品被完美分割。

生化制品展室，蛋白质粉、铭月胶囊等

各种精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令人惊艳。

“用工业化思维谋划现代肉牛产业大发

展，通过精深加工将一头牛‘吃干榨净’，实

现了‘一头牛一台车、四条腿学赶四个轮子’

的产业发展目标。”皓月集团董事长丛连彪

说。

据了解，今年三季度皓月集团将实现产

值30亿元，并有望保持全年20%以上的增长

速度，实现全年工业产值120亿元，进出口贸

易额30亿元。

2022年，长春市加大推动“秸秆变肉”工

程力度，向“肉牛养殖规模达到145万头，肉

牛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0亿元”目标发起冲

刺。

逐步打造种质资源“芯片”，做好平原类

群中国西门塔尔牛纯种选育与推广应用。

全市基础母牛扩群增量达到64万头，规模以

上牛场达到1000家，千头牛场超过15家，全

年出栏有望达到65万头。

抓好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培育 4个特

色小镇、20 个肉牛强镇、300 个养殖大

村、3000户养殖大户，长春畜牧业再出大

手笔。 （下转第四版）

喜 听 黑 土 地 上 拔 节 声
——长春现代农业助力稳增长综述

本报记者 刘泉波 于水 孙翠翠

碧空如洗，水鸟翩跹，鱼肥水美，盛夏时

节的查干湖美得如诗如画。

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查

干湖了解生态保护情况。他强调，良好生态

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

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态

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查干湖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

走下去。在这里，他留下了“年年有鱼，年年

有余”的美好祝愿。

几年来，位于松原市的查干湖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坚决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在今天的查干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正在成为现实。

做好“水”文章

“水好了，鱼肥了，人富了……”站在一

望无际的查干湖边，在此工作了几十年的查

干湖渔场第二十代“鱼把头”张文讲起了查

干湖的故事：

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断流，查干湖几

近干涸。1976年，当地政府带领群众历经8年

修通运河，引来松花江水。21世纪初，水域面

积由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400多平方公里。

“圣水湖畔”的精彩故事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查干湖的开发与

保护指明了正确方向。张文告诉记者，近年

来，查干湖周边全力消除影响环境的经营活

动，东岸引来水库水，西岸修建农田退水自

然沉降区，北岸启动建设湿地恢复工程。保

护区内种植荷花、蒲草、芦苇，发挥水生植物

的降解作用。经过湿地过滤、自然沉降的查

干湖水体与嫩江、松花江通连，3年就可整体

置换一次。一池活水，也成为查干湖周边持

续发展的活力之源、动力之源。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查干湖共实施水

质提升项目8个。当地还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与中心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全面落实河

（湖）长制、林长制，积极探索河（湖）长制、林

长制工作的长效机制，大力开展植树绿化工

程。经过努力，查干湖水质不断改善，水体

总体控制在Ⅳ类水体标准。

写好“鱼”故事

夏天的查干湖，有水清苇美、花香鱼肥

的精彩和美好；冬天的查干湖，有踏雪“出

征”、冰湖腾鱼的壮阔与豪迈。沿着总书记

的足迹，查干湖走出一条以“鱼”为主题的生

态旅游之路。

2021年“查干湖第二十届冰雪渔猎文化

旅游节”期间，查干湖累计接待旅游人数

16.7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8亿

元，区所属渔业企业共销售鱼产品335.5万

斤，实现销售收入4065万元，“鱼”带来的效

益不言自明。

张文告诉记者，为保证猎杀不绝、年年有

鱼，除了坚持使用6寸网眼渔网、只捕大鱼，查

干湖还大力实施“以水养鱼、以鱼净水”工程，

坚持每年投放鱼苗，投入的鱼苗远远超过捕鱼

的数量。“我们听总书记的话，坚持‘保护生态

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查干湖的鱼不会

减少，人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张文说。

吉林查干湖生态旅游集团董事长、总

经理孙臣告诉记者，几年来，查干湖坚持可

持续发展战略，在做好常规工作基础上，加

大鱼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精包装的开发力

度，进一步延长渔业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

加值。 （下转第四版）

牢记殷殷嘱托，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坚决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查 干 湖 ：年 年 有 鱼 年 年 有 余
本报记者 陶连飞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摆满特色产品的经营超市、来自周边村庄的“销售大哥”、抖

音快手的“网红”打卡地、极具当地特色的渔猎文化、贴心的母婴

室及儿童游乐区……不同于传统服务区的经营模式，这些令人

印象深刻的产品项目都来自吉高集团查干湖服务区。

如此特色的设施及服务，是吉高集团路旅融合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吉高集团服务区公司依托区域特色，全力推进地方

特色文化和旅游、休闲服务区建设，实现服务区与特色农产品、

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周边景色有机融合，将服务区打造成为集

参观、休闲、旅游等为一体的景点，从而改变人们对高速公路服

务区仅用来短暂停留的认知，吸引游客驻留。

服务区成了“旅游点”

走进查干湖服务区，一座“腾鱼”的雕塑格外引人注目，“祭

湖、醒网、凿冰、撒网，随着马拉绞盘的转动，几百米长的网从冰

洞中缓慢拉出，活蹦乱跳的鲤鱼、白鱼、鲫鱼等跳跃出水。”在查

干湖服务区，经理张清瑞讲述着冬捕的流程和习俗，吸引了不少

旅客驻足倾听。

据张清瑞介绍，服务区的鱼宴味道也十分鲜美，许多游客不

用下高速在服务区就能品尝到查干湖的特色美食。

为了把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除服务区功能外，查

干湖服务区还集合了旅游资讯服务中心功能，（下转第四版）

打造“服务区+”新模式
——吉高集团路旅融合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杨悦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杨晓艳）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金融

支持吉林稳经济大盘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以来，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稳住经济大盘的决策部署，统

筹实施和有效传导各项货币信贷政

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吉林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全省各项贷款实现了

稳定增长。截至6月末，全省各项贷

款余额25644亿元，较年初增加1035

亿元，贷款增速6.1%。其中，6月份当

月贷款新增336亿元，创历史同期最

高水平，呈现强势回升态势。

“扩总量”，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持

续增强。年初以来，人民银行长春中

心支行相继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文

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

信贷投放力度。全省人民银行系统强

化窗口指导和监督调度，并建立全省

信贷投放周监测、月调度机制和信贷

支持普惠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发

展等领域的考核评价体系，定期开展

效果评估和结果通报。

“释红利”，货币政策精准滴灌作

用有效发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

的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功能，综合运

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人

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为金融机构支持

民营小微企业和涉农主体提供低成本

资金。截至6月末，全省累计办理再

贷款117亿元，余额同比增长42%，累

计办理再贴现91亿元。积极推动碳

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

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加速落地，充分

发挥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激励作

用。上半年省内各全国性银行机构运

用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碳减排项目

46个，提供优惠利率贷款43.4亿元。

“调结构”，金融服务重点领域质

效切实提升。金融机构加强对省内重

大项目、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信贷投放，深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切

实满足绿色项目和绿色企业融资需

求。截至6月末，全省中长期贷款余

额16479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

65.3% ；普 惠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增 速

14.4%，高于各项贷款增速8.3个百分点；涉农贷款增速7.7%，创

5年来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累计投放肉牛产业贷款79亿元，支

持主体3.8万户；截至6月末，全省绿色贷款增速28.9%，同比提

高15个百分点。

“降成本”，贷款利率水平连创新低。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

行极引导全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运用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

具促进贷款利率下行，1至6月全省运用支小再贷款发放的小微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13%，低于全省小微企业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85个基点。上半年，全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4.95%，较去年同期下降48个基点，处于近5年来历史较低水平。

“拓渠道”，直接融资比重不断提高。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

行建立完善“吉林省企业债务融资项目储备库”，组织省内主承

销商按月摸排企业发债需求，深入企业开展辅导。上半年，支持

省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

具96亿元，同比多增52亿元。支持榆树农村商业银行发行6亿

元二级资本债，支持东北证券发行证券公司债43亿元，支持一

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发行个人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55亿元，

支持17家法人银行机构发行大额存单和同业存单4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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