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河口市，一座因河得名的城市。人们

却说，夜晚的梅城，隐藏着妩媚诱人的诗和

远方。

梅河口，来过很多次。而月下“相约”，

还是第一次。

短短的十余个小时，我们体验了海龙湖

的诗情画意、遇见了梅小野的温馨浪漫、穿

越了知北村的时空之旅、看见了不夜城里忙

碌身影，更听到了梅城人永不停歇的奋斗足

音……

奋斗，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彰显初心、

勉励人民的关键词。总书记曾说，伟大梦

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

出来的。

梅城人正是沿着总书记的指引一直奔

跑在路上，用99天建设梅小野、66天建设知

北村、17天建设东北不夜城……从县级市到

省管县、到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到设立梅河

新区，如今成功跻身全国百强县，他们始终

坚信：何以圆梦？惟有奋斗。

夕阳下 李翔艺的梅城

八月的梅城，山光水色、钟灵毓秀，处处

呈现生态之美。

夕阳西下，微风在宁静的海龙湖面上留

下阵阵涟漪。见又有“游客”来临，讲解员李

翔艺匆匆喝了口水，擦拭一下额头，便微笑

着走了过来。于是，便有了我们与李翔艺的

第一次相遇。

“在北方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古镇情

怀，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梅河口市委、市

政府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经过17个月紧张建设，‘从无中生有、

到有中生新’，建成了海龙湖景区，从此梅

城人不再感叹东北田野的粗犷苍茫、不再

远望江南水乡的烟雨温柔。”李翔艺精神饱

满、姿态大方。

一座城市是否令人向往，不在于它的大

小，而在于这座城的气质和韵味，以及是否

拥有让人心心念念的烟火。

“疫情三年，梅河口市委、市政府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赋予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决策定位，全面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接二连三建成

了海龙湖景区、梅小野、知北村和东北不夜

城等网红打卡地，如今，平均日接待域外旅

游大巴车10余辆，最多一天超过100台次。

我们讲解员每天每人最多要接待20多组游

客。”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些“游客”身份特别，

李翔艺的解说多了一分推介的味道，不管是

有意还是无意，终究是契合了我们的心思。

晚六时 孙楠的午餐

晚六时许，夜晚将近。

东北不夜城内已是人潮涌动、美食香味

四溢，热闹非凡。小动物冰淇淋店的食客也

纷至沓来，趁客流稍缓，店主孙楠抽空吃了

一口饭。“上午十点吃的早餐，这是我的午

餐。入夏以来，每天都这么多人，只能找时

间吃饭。”

“90后”的孙楠，入驻不夜城前是一家

医院的护士。今年3月，在媒体上看到不夜

城升级改造后招商，一下子点燃了她的创

业激情。她立即辞职入驻，并在网络上学

习制作小动物冰淇淋。“现在，我每天早上

不到九点就要到市场上配货，晚上要一直

忙到十一点前后才能下班。尽管累些，但

看到游客开心地品尝着亲手设计制作的冰

淇淋产品，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说话

时，孙楠眼睛泛着光。

迅速吃完饭，孙楠回到操作间，和员工

一起制作冰淇淋，杯盘碰撞，一片繁忙。街

路上，又一拨人流向店门口涌来。

晚七时 刘林的感叹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夜色中，东北不夜城是古色古香的、时

尚热烈的，灯光彩旗交相辉映，古风古韵、现

代文化交融碰撞。

去年5月1日正式开街至今年5月5日,

不夜城客流累计人数突破500万人次。如

今，客流量早已突破790万人次。东北不夜

城已成为东北夜经济的代名词。

晚七时，灯火辉煌。作为东北不夜城管

理部的负责人，刘林开始了当天第三次走访

商家和查看演出。来自四川德阳的他，在加

入东北不夜城管理部之前，已经走了几个城

市，但最令他感叹的是梅城人永不停歇的拼

劲和只争朝夕的精神。

“17天！408个小时！1000多人的团队

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不夜城项目自筹建

到落地开街，创造了文旅界的奇迹。近90个

商户，仅用3天时间完成招商，这相当于以前

一年的工作量。”刘林说，从建设开始，梅河

口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几乎天

天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每当午夜下班，路过

市委、市政府大楼，看到楼内不熄的灯光和

忙碌的身影，他心里总是暖暖的。

晚八时 李翔艺的歌声

晚八时，突降小雨，东北不夜城的流光

溢彩多了一份烟雨朦胧的诗意。一家小酒

馆内，音乐高亢、气氛热烈。走进屋，音乐戛

然而止。“欢迎几位老师来到不夜城！”声音

熟悉，满含笑意。

舞台上，跑下来穿着前卫时尚的李翔

艺。介绍中才知道，海龙湖景区讲解员只是

她的一个兼职。她去年末从长春来到梅河

口做街头歌手，由于歌声悦耳动听，深受听

众的喜欢，梅河口市政府的一位负责同志就

邀请她和另外一位歌手组成了“踏雪寻梅”

组合，每天在各种场所演唱与梅河口有关的

歌曲。如今的她，已成为梅城小有名气的歌

手。

“梅城梅城/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姑
娘姑娘/你是不是在来的路上……”

“我会带着激情/带着希望/带着最爱的
你/去实现我们的/幸福梦想……”

舞台上，李翔艺的歌声情深意浓。

舞台下，说起自己来梅城的感受，李翔

艺的话语也宛如一首歌——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诗和远方。

而我的诗和远方就在这里。今天的梅城是

一座新兴的旅游之城、健康之城、活力之

城，更是人才集聚的创业之城、生活幸福的

魅力新城，它蕴含着蓬勃生机，迸发着无穷

力量……”

晚九时 潘波的认真

晚九时，小雨淅沥。雨中，一个桔红色

的身影在灯光下格外引人注目。

人流中，她左手铁铲、右手扫帚，一丝不

苟地清扫着街路上的垃圾。“70后”的潘波是

一名保洁人员，每天上午在海龙湖景区清扫，

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半在不夜城清理卫生。

“下雨，还要清扫吗？”我们不解。

（下转第四版）

“ 不 夜 ” 梅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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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稳增长

向总书记报告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喜迎二十大

本版编辑 陈庆松 张泷月

讲述人：卢伟，男，53岁，中共党员，梨树
县康平街道八里庙村村民，卢伟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高级农艺师。

两年前的7月 22日，我这辈子都忘不

掉。那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了我们合

作社的大门。我当时兴奋地陪着总书记绕

着满院子农机具走了一圈，向总书记汇报：

这些农机具，都享受了国家政策补贴，是专

门为黑土地保护“梨树模式”配套的。进到

屋里，总书记还看了我们生产加工的米、面、

油和各色杂粮，十分高兴。他鼓励我们说：

“你们的探索很有意义，走出了一条适合自

己的合作社发展道路，农业科技水平、农民

科技素质和农业生产效益都有了很大提

高。”

总书记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十多年

前我牵头成立合作社时，只有6户农民入

社。尝到甜头后，社员才慢慢多起来。总书

记来视察后，大家劲头更足了。现在，我们

合作社仅核心成员就有50多人，社员总数超

过200人。去年底，我们盘点了一下，合作社

有大型农机具60台套，其中100马力以上的

有20台套，可以覆盖耕、种、收各个环节。经

营面积达到690公顷，年作业服务农户1000

户以上，算起来，合作社的固定资产超过700

万元。

我们靠“带地入社、土地租赁、土地托

管”这三招，把八里庙村和附近村的土地都

集中到一起。土地集中了，机械化水平提上

来了，劳动力也解放了，农民的日子芝麻开

花——节节高。社员光是分红一年就有上

万元，逢年过节合作社还分豆油和白面，发

各种福利。不少社员腾出手来搞副业，养牛

的养牛，种菜的种菜，外出打工的打工，日子

越过越红火。

这两年吉林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变化特别大。前不久，在我们合作社驻

点的中国农业大学科研人员给农机安装了

无人驾驶系统，实现了精准播种、自动收割、

远程遥控。如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有

种田的好帮手，说句夸张点儿的话：“农民穿

着皮鞋都能把田种了！”

2018年我当上全国农业系统劳模时，

曾受到总书记的接见，当时就想，啥时候总

书记能到我们合作社来实地看看呢，没想

到梦想成真了。现在，我又开始盼着总书

记再到吉林来，看看我们穿着皮鞋种地的

场景。

“现在穿着皮鞋都能把田种了！”
本报记者 张力军

本报讯（记者万双）记者从省人

社部门获悉，截至8月末，我省城镇

新增就业17.47万人，完成年计划

的75.96%，超省政府确定的按月量

化进度目标（13.13 万人、57.09%）

4.34万人、18.87个百分点；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260.52万人，完成年

计划的96.49%。我省人社部门奋力

拼搏、连续作战、压茬推进各项工

作，全力消除疫情影响，全省就业形

势持续恢复。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措

施成效进一步显现，就业主要指标

继续快速回升。

按照“往前赶”的要求，省就业

工作领导小组协调联动，稳就业

工作合力进一步增强，责任落实

力度不断加大，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扩大主体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更加有力。

坚持科学统筹，用好“工具

箱”，打好“组合拳”，强化稳就业政

策落地见效。稳市场主体，全省通

过“免申即享”、资金“一键发放”快

办模式，顶格落实社保“降缓返补

扩”组合政策，社保助企政策已释

放红利116.74亿元。保重点群体，

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2.1万人，城镇失业人

员再就业4.16万人，援助零就业家

庭532户并保持动态清零。推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开展农村劳动

力务工增收行动，依托千亿斤粮

食、千万头肉牛等重点涉农工程促

进就地就近就业。截至7月末，农

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183.08万人。提服务质量，持续推

进“两找一服务”工程，完善“96885

吉人在线”平台、建强“两员一师”

队伍，“想就业找人社、缺人才找人

社”服务创新提升工程在全国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中获得一

等奖。

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作为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前伸后延”“四路并进”。持续

强化高校毕业生留吉就业创业。面对总量增加、需求减少、

结构性矛盾凸显叠加的挑战，突破创新、转危为机，将人员

流动不便、省外吸纳就业减少的困难阶段转化为减少人才

流失、推动毕业生留吉强基、就业创业的“窗口期”，努力克

服省内吸纳能力受疫情影响下降的困难，推动毕业生留吉

就业创业实现新突破。注重赋能，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

进校园活动，以“一建三送”为重点，建就业服务清单、送政

策进校园、送培训进校园、送岗位进校园。打造载体，推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建设，为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提供能力实训和“一对一”就业帮

扶、创业孵化，已建设实训中心24个。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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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长白，茫茫林海；虎啸山谷，王者归来。

2021年10月12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

立。一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得

到整体保护和修复，支撑保障体系逐步建立，野生

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稳定增长。据监测，野生

东北虎种群数量达到50只以上，野生东北豹种群

数量达到60只以上，可谓生态改善、虎豹归山。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下

设立起来的。从2015年6月15日，民盟中央《关于实

施中国东北虎和东北豹恢复与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的

建议》，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和批示。2020

年7月22日至24日，总书记在考察吉林时强调，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好重大

生态工程，加快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

短短一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已呈现出虎

豹等野生动物成倍增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动局面——

虎豹栖息地生存环境得以恢复。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管理局始终坚持保护第一，严厉打击乱捕滥

猎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在2021年的“清山清套·

打击乱捕滥猎和非法种植养殖”专项行动中，各分

局共开展巡护1.1万余次，巡护里程8万公里以上，

清缴猎套2063个，猎套遇见率较试点前下降98%。

在天桥岭局的14个林场，该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联合开展了为期5个月的反盗猎监督与评估机制

（SAMAP）工作，构建了森林公安、社区居民、林场职

工、附近村民全民参与的巡护模式。（下转第四版）

自 然 生 态 美 虎 豹 入 山 来
——写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一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张力军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焦莉莉）今年以来，吉

林化纤发挥百亿级龙头企业作用，持续抓安全、稳生产、

防疫情、促经营，加速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前8个月实现产

值111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41.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

以上。

近年来，吉林化纤坚持存量优化升级、增量调整结

构，坚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通过人造丝优

质化、腈纶差别化、竹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升级，企业竞争

力不断增强，人造丝、腈纶、竹纤维市场占有率实现了行

业全球第一。

在今年前8个月实现产销两旺的同时，吉林化纤大项目

建设进程迅猛——首条35K风电专用大丝束碳化线、首条

35K预浸料专用大丝束碳化线、首条35K高压气瓶缠绕专用

大丝束碳化线、首条50K高产能高性能大丝束碳化线以及完

全自主制造国产化的15万吨原丝两条万吨级生产线先后一

次开车成功。另外，吉林化纤年产6万吨碳纤维、年产15万

吨差别化腈纶项目也分别于7月和9月启动。

据了解，近年来，吉林化纤共计开工建设碳纤维产业链项

目12个，其中原丝项目3个、碳丝项目8个、复材项目1个，总

投资171.4亿元。一个个项目陆续开工建设，一条条自主创

新、柔性定制的生产线陆续投产，将进一步巩固吉林化纤在新

材料产业及纺织工业领域的优势地位，对加快推动化纤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碳纤维产品迭代升级和腈纶差别化纤制品应

用相关行业发展意义重大。

下一步，吉林化纤将笃行不怠、踔力奋发，加快推进15万

吨差别化腈纶项目、40万吨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建设速度，

力争到11月10日该腈纶项目实现一期厂房暖封闭，2023年5

月份陆续开车投产；并到年末实现碳纤维原丝产能16万吨、

碳丝产能4.9万吨、复材产能1.5万吨，为全省经济增长作出

新贡献。

吉林化纤前八月产销两旺
产值及销售收入均增长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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