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碧波浩渺、水鸟翩翩，稻丰鱼肥。

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查干湖这颗明珠，愈发透亮。

“我们每个人都牢记总书记嘱托，保护好生态，保护好环

境，守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夏捕时使用小网眼的渔网捞小型成鱼，让大鱼得到更多养

分；冬捕时使用大网眼的渔网捞大鱼，让没长成的小鱼继续生

长。”

“现在查干湖水更清了、鱼更肥了、人更富了。”

……

这些话，查干湖渔场第二十代“鱼把头”张文不知道说了多

少遍。可一遍又一遍，他却百说不厌。

那是铭感于心的深刻记忆：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

记到查干湖了解生态保护情况。他乘船沿途察看水域保护和

污染防治状况。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张文仍然很激动，更是满脸骄傲，“习

近平总书记祝福大家‘年年有鱼，年年有余’。”

4年间，这片热土沿着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用最有力的举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查

干湖“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步履铿锵

正午时分，三五成群的游客们在查干湖景区赏花、观鸟、拍

照……“这儿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水，生态环境保护得特别好，

我们不虚此行！”游客赵金英说。

保护查干湖，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

“松原市坚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治理查干湖，东岸引

来水库水，西岸修建农田退水自然沉降区，北岸进行湿地恢复，

全方位做好生态保护。”查干湖生态旅游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孙

臣告诉记者，查干湖还实施生物性措施，坚持还林还草还湿，实

施环湖种植结构调整工程，坚持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每年向湖

中投放鱼苗1000万尾。

查干湖畔的湿地里花海逐芳，芦苇荡里鱼儿游弋，远处还不时

传来药香……综合施策下，查干湖已是一湖活水，水质已提升至Ⅳ

类；鱼类种群达到68种；当地的珍稀鸟类由239种增加到274种。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查干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何让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

景区内做减法。腾退影响生态的旅游设施、产业，减轻核

心景区负担。景区外做加法。距查干湖保护区13公里处，旅

游生态小镇已拔地而起，功能日益完备。“小镇承载生态旅游附

属功能，集观光、休闲、度假等功能为一体，用景区吸引人，用小

镇留住人，也减少旅游业带来的生态环境隐患。”查干湖生态小

镇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松原市积极融入吉林省西部生态旅游大环线，

以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目标，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平，

推动景区提档升级，谋划捺钵开湖节、圣湖荷花节、湿地观鸟

节、冰雪渔猎节四季节庆活动。围绕“春捺钵、夏赏荷、秋观鸟、

冬渔猎”主题，通过举办节事活动，松原正打造以查干湖为核心

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一汪湖水、一片湿地，持之以恒的生态保护，说到底是为了

增进民生福祉，带给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查干湖北景区渔港全鱼宴的镂空木屋，刚出水的鲜鱼经

过特色大铁锅的烹制，散发出诱人的芳香。正在上菜的经理曲

三妹忙在手上、笑在脸上。看中查干湖的生态品牌，大学毕业

后的曲三妹选择返乡创业，除了收获经济效益外，生态好更让

曲三妹乐在其中。

肥美的湖鱼，是查干湖的标签。孙臣告诉记者，几年来，查

干湖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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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和渔业旅游项目，增加渔业企业旅游业

的收入比重。

良好的生态环境变身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查干湖景

区累计接待游客近8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5.7亿元。

在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中，查干湖正让幸福驻进

百姓心田里。

查干湖“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本报记者 杨晓艳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吉林省最突出的

优势、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品牌。

从“白雪”变“白银”的追问，到“绿水

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

断；从守护好查干湖“金字招牌”的嘱托，

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的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对吉林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寄予

厚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为我们在新时代抓好生态强省建设，

厚植吉林发展亮丽底色提供了行动指南

和根本遵循。

十年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吉

林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设立“吉

林生态日”“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持续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体制；狠抓秸秆全

域禁烧、“两河一湖”治理，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入选全国首批国家公园，冰雪旅游领

跑地位持续巩固；谋划和建设一汽新能源

汽车、西部“陆上风光三峡”、东部“山水蓄

能三峡”、万里绿水长廊、沿边开放旅游大

通道等一批重大绿色发展项目……随着

绿色产业体系、绿色消费体系、绿色治理

体系日臻完善，碳达峰碳中和的稳妥有序

推进，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绿色

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得到充分释放，走出了

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得

益彰的绿色发展之路。

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生态环

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持续发展最为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持续发展最为

重要的基础重要的基础，，是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是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

位振兴的关键优势和潜力位振兴的关键优势和潜力。。迈步新征程迈步新征程，，

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稳生态扛稳生态

文明建设这个政治责任文明建设这个政治责任、、发展责任发展责任，，筑牢筑牢

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让新时代美丽中国让新时代美丽中国

的的““吉林样板吉林样板””熠熠生辉熠熠生辉，，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有

决心决心，，更有底气更有底气。。

美丽中国的
“吉林样板”

熠熠生辉
文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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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振兴发展的关键节点，总与难忘的记忆紧紧相连——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白雪换白银换来了吗”“推进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

展，吉林要做好雪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冰雪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凝聚起全省上下齐心的智慧和

力量。

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时不我待!

十八大以来，我省把做大做强冰雪产业作为引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决胜之招，探索走出一条吉林冰雪经济发展新路，让“冰天

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优化冰雪产业供给
打造万亿级大产业

我省位于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处于全国冰雪资源优良级梯队，“丝滑粉雪+

温暖静风”的气候资源优势，从全球看也是得天独厚的。

2016年9月，我省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做大做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率

先以产业化思维构建以“冰雪旅游、冰雪体育、冰雪文化”为核心的“3+X”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力促冰天雪地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进入“十四五”，吉林冰雪产业再升级，编制全国首个省级《冰雪产业高质量发

展规划》，全面构建起以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和冰雪装备为核心的“4+X”

现代化冰雪产业体系。

如今，我省围绕“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正重构冰雪格局，重点打造长春

吉林、大长白山、通化梅河、松原白城四大冰雪产业集聚区，发展东北中部、中蒙

俄、东北东部三条冰雪产业走廊，推进冰雪丝路带建设，系统构建“四轮驱动”“三

廊串联”“一带延伸”的冰雪发展新格局。

全民参与冰雪
“冷”运动“热”起来

在隆冬时节走进吉林，犹如走进冰雪乐园，冰雪活动全面融入群众生活。有

人在标准雪道上纵情驰骋，也有人在家门口的公益冰场上抽冰猴、滑雪圈……

近年来，在“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的推动下，我省冰雪项目群众性

活动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冰雪运动。平均每年组织群众冰雪体育活动

600余项次。

2016年12月，省教育厅将冰雪运动纳入学校体育课教学内容。每年直接参

与冰雪运动人数达1000万，其中在校学生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超过120万。

不只是“冰雪教育破题”，近年来，我省连续开展长春冰雪节、吉林雾凇节、查

干湖冬捕节、长白山粉雪节等冰雪节庆活动和“冰雪丝路杯”粉雪联赛、“趣吉林·

滑呗”中国超级滑雪俱乐部新雪季开板大会等高端赛事，形成“一会十节百活动”

贯穿雪季。

目前，全省已建成54座不同规模的滑雪场，拥有279条雪道，分别比2016年冰

雪产业起步之年增长80%和131%。雪道总面积达到1139公顷，居全国首位；雪道

总长度超过330公里，占到全国的12%。

兑现冰雪资源价值
冰天雪地现“金山银山”

永吉县南沟村毗邻北大湖滑雪场，村民做餐饮、开旅店，每个雪季人均增收2

万余元。在他们看来，家乡的冰天雪地真的成了“金山银山”。

在完善冰雪经济发展大格局中，我省打造“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等

形象品牌，实施“冰雪+”战略，有效放大产业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充分兑现吉林冰雪资源价值。

万科松花湖、万达长白山、吉林北大湖三家大型滑雪度假区，接待人次连续多

年位列全国三甲；长春庙香山、天定山、莲花山，长白山鲁能等滑雪度假区热度持

续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连续6年成功举办全国首个以“雪”为主题的国际性产业

博览会——“雪博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显示，

2018—2020年，吉林冰雪旅游重资产投资额位列全国第一。

远眺新征程，我省将抢抓历史机遇，着力培育万亿级冰雪产业，让吉林因冰雪

而荣、因冰雪而幸、因冰雪而美、因冰雪而富。

把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
本报记者 杨晓艳

9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林木蓊郁、虎啸豹跃、生

机盎然。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这里成为了世界濒

危动物东北虎、东北豹等野生动物种群繁衍生息的家

园。而近年来，野生东北虎的珍贵影像频频亮相公众

视野，更是我省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成果的

最好见证。

作为亲历者，苑振发深有感触。今年 59 岁的

他，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市局中土门子村社区

共管队中年纪最大的巡护员。这支成立于2021年 4

月的队伍，由当地6名村民自愿报名组成。按照每

次巡山5公里计算，他们已累计巡护264次、清理猎

套69个……

“以前进山看个动物脚印都费劲，虎豹公园成立

后，保护门槛高了，现在满山都是动物脚印。不只有老

虎，还有成群的梅花鹿。”说起亲身见证的变化，苑振发

口中都是欣慰和骄傲。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

之一，总面积约141万平方公里，跨吉林（67.95%）、黑龙

江（32.05%）两省。是我国境内规模最大、唯一具有繁

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区域。”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以来，区域生态系统得

到整体保护、修复和治理，以虎豹为旗舰物种的生态系

统呈现恢复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东北虎豹国家

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已由2017年的27

只、42只分别增至50只、60只。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立了网格化包保体

系，层层签订责任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场

站人头。持续开展清山清套打击乱捕滥猎专项行动，

猎套遇见率较试点前降低98%。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

真性、完整性保护，完成退参还林2200公顷。建立健全

预警体系，开展“人防技防”试点，发布主动预警700余

次。建成实时监测“天地空”监测系统，获取4000余次

东北虎、东北豹影像，100多万次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活

动影像和其他自然资源监测数据。

虎啸豹跃展生机
本报记者 张雅静

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充
分利用东北地区的独特资源和优势，
推进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展。

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让生活“年年有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