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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11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互致贺电，庆祝

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来，中德秉持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的精神，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努力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谱写了携手同行、

相互成就的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

同施泰因迈尔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

为契机，继往开来，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施泰因迈尔表示，50年来，德中关系在多领

域向深层次发展，增进了两国交流和两国人民

福祉。中国是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中经贸

合作符合双方利益。祝愿两国间合作继续蓬勃

发展。

就中德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互致贺电

“我曾经到吉林市欣赏过如诗如画的

雾凇美景，晶莹剔透，宛如置身于童话世

界。”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吉林展

区内，来自湖北的观众马佳对吉林美景印

象深刻，“期待着有机会可以去长白山游

览。”

吉林有多远？吉林有多大？吉林有

多美？在吉林展区内，丰富的展览内容为

观众们开启了探索吉林的大门。无论是

水更清、鱼更肥、景更美的查干湖，还是钟

灵毓秀的净月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亦或

是变“冰天雪地”为“金山银山”的松岭雪

村，多姿多彩、美丽丰饶的吉林为观众种

下了诗和远方的种子。

10月 11日，在“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吉林展区，一张雌性东北虎携带两只

幼虎外出觅食的图片颇为吸睛。只见这

只雌性东北虎花纹明显，体型健硕，俨然

一派森林王者的霸气，两只幼虎活泼可

爱，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

“之前我在网上多次看过东北虎豹

‘做客’吉林的珍贵影像，虎啸山林、豹跃

青川，十分有趣。虽然我还没去过吉林，

但是相信那里的生态环境一定非常好，才

能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观

看展览的马海超说。

秋风起，金秋到，林木蓊郁的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已是层林尽染。“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之

一，园区大部分坐落于吉林省。”展厅讲

解员介绍。“国家公园”“东北虎”“东北

豹”……众多的标签让该公园自建立之

日起，就备受关注。这片寂静山林，已

经成为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之地。

近年来，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一

系列措施持续推进，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内的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

善。设立短短一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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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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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

新监测到的虎豹种群中，有幼虎10只、幼

豹7只。

东部长白林海虎啸、中部沃野千里鹿

鸣、西部湿地云飞鹤舞……越来越多的野

生动物物种在吉林安家，反映出我省保护

生物多样性、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近年来，我省统筹打好蓝天、碧水、

青山、黑土地、草原湿地“五大保卫战”，

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出一幅壮美

的生态图景。

江河奔腾不息，奋斗拼搏不止，吉林

人建设生态强省的脚步愈发坚定、有力！

壮 美 画 卷 引 客 来
——直击“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吉林展区③

本报记者 赵梦卓

秋风飒爽，吉林大地五彩斑斓。

在这收获的季节，白山松水间扑面而

来的，是经济发展的滚滚热潮；放眼看到

的，是项目建设的风生水起；处处洋溢的，

是攻坚克难的十足干劲。

项目兴，则经济兴。数据显示，1—8

月份，我省项目（不含房地产）投资同比增

长 5.8%；其中 5000 万元及以上项目同比

增长 8.5%；亿元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7.7%。而“挖掘机指数”表现出各类工程

机械设备的开工率和工作情况，被称为

“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我省更是在8月份

创下了今年全国开工率的最高点——

78.01%。

“以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姿态，

全面掀起优环境、抓项目、促发展的热潮，

以营商环境吸引优质项目，以优质项目带

动有效投资，努力把吉林打造成为要素集

聚磁场、企业成长沃土、投资兴业宝地。”

新年伊始，在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

目建设大会上，我省把项目建设放在突出

位置，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省谋项目、招

项目、抓项目指明了方向。

航向既定，奋楫扬帆。全省上下铆足

干劲，跨越不同时节，一个个重大项目在

脚下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生根、开花、

结果。

6月28日，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

正式开工。距开工不到3个月，此时整个

项目的钢结构和网架部分都已完成，正在

进行屋面和墙面板的安装，为年底前实现

暖封闭冲刺。

7月 5日，国家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吉林化纤 6万吨碳纤维项目在吉

林市正式启动。国家碳纤维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沿着碳纤维全产业链方向布局

了碳丝产业园、碳/碳复合材料产业园、汽

车轻量化制品产业园等六大产业园区和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公共服务平台。

今年前8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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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在江城吉林，中国石油吉林石

化公司转型升级项目激战正酣。项目总

投资近 340 亿元，将新建 120 万吨/年乙

烯、60万吨/年ABS等21套炼油化工装置，

改造9套装置，是“十四五”以来国家批准

的首个大型石化项目。

一大批千亿级、百亿级的顶天立地重

大项目落户我省，不断为我省振兴发展培

育新动能。

仲夏时节，全省瞩目的中车松原新能

源装备产业园举行产品下线活动。作为

中国中车集团在东北的重要布局，中车松

原项目建成后，可年产整套风机 800 台

套，能够为松原市、吉林省乃至东三省风

电产业提供设备保障，也必将带动我省新

能源产业发展踏上崭新的台阶。

7月30日，我省“山水蓄能三峡”工程

全面启动，与正在加快建设的西部“陆上

风光三峡”遥相呼应，全省新能源产业发

展动能澎湃。

重点产业项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而基础设施建

设，则打通地域发展脉络，舒展区域发展

筋骨。

在上下一盘棋的全力推动下，轰鸣声

不断，施工机械、运输设备往来穿梭……

这样的建设场面不断重复上演。

桓集高速公路建设桥梁工程已全面

进入架梁及桥面系收尾阶段；沈白高铁吉

林段TJ-5标的新缘隧道施工现场，全体施

工人员放弃假日休息，动用多台大型设

备，实行人员轮班、设备不停、24小时不间

断施工；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一期工

程主线路基和桥梁施工已经全部完成；

699项吉林项目电网项目集中开工；四平

市绿水长廊项目建设日进120米……

让企业放心投，让项目顺心建，无论

项目大小，吉林一以贯之。“项目为王”奏

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全省上下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氛围日益浓厚。

各地各部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

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在重

点项目建设和投资上抢占先机、抢工抢

时，推动项目建设的全面提速和突破提

升。

服务是“软实力”，需要“硬措施”来托

底。为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我省开展全省

投资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省领导带

队对5000万元以上项目和专项债券项目

进行全覆盖踏查，推动项目建设取得实

效。在专班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基础上，

积极谋划储备重大项目，目前全省滚动谋

划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2128个，其中 10亿

元以上项目473个。

同时，承接落实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重大利好政策，省发展改革委等20

个部门联合办公，积极开展项目申报、审

核等工作，引导商业银行为项目提供配套

融资。组建项目专班全天候对接项目前

期手续办理，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建立项

目问题“直通车”制度，全省 95个项目中

心协调解决652个用能用料用工等问题和

需求。发挥“项目中心+行长”机制作用，

搭建银企对接平台，推动461个项目获得

506.3亿元信贷支持。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后天的

发展，今天的投资影响着当下的增长，也

决定着未来的产业结构和发展后劲。缘

于省委、省政府谋项目、上项目、建项目的

坚定决心和信心，一条条生产线动能升

级、投产达效，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一幅项目建设的壮美画卷正在

吉林大地徐徐铺展开来。

夯实经济发展“压舱石”
—— 全 省 项 目 建 设 述 评

本报记者 杨悦

近年来，我省大力建设
“陆上风光三峡”工程，仅在
白城市镇赉县，2021 年风
力与光伏电站累计发电分
别为8.436亿千瓦时和7.44
亿千瓦时，为我省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图为白城市镇赉县黑鱼泡
镇光伏发电站。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本报讯（记者王伟）产业发展，标准先行。年初以来，省市

场监管厅、省畜牧局在标准化领域协同发力，出实招、用实劲，

切实发挥标准化工作对肉牛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引

领性作用，走出一条“吉林标准—吉林质量—吉林品牌”高质

量发展之路。

聚焦顶层设计，搭建肉牛产业标准体系。依托省内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以长江学者、长白山学者、省突出贡献专家和拔尖创新

人才为代表，组建了吉林省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充分发挥

专家智库作用，对肉牛养殖、屠宰、加工等环节现行有效的1400多

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进行系统梳理，编制吉林省肉牛

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框架，蓄力打造肉牛产业“吉林标准”。

聚力示范引领，促进肉牛产业标准提档升级。在省政府

2022年“第五届吉林省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活动中，畜牧行业

在各领域标准项目竞争中斩获佳绩，夺得30个奖项中的6个奖

项，其中由长春皓月集团制定的《鲜、冻分割牛肉标准》(GB/T

17238)荣获一等奖。该标准已上升为国家标准，得到国内肉牛

屠宰加工企业的普遍应用，实现由技术输出向标准输出、模式输

出转变，助力我省肉牛产业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同时，积极推荐

桦甸金牛牧业有限公司参评国家级农业农村标准化试点示范项

目，为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标准化力量”。

聚能延链补链，打造吉林肉牛区域公用品牌。组建吉林肉

牛品牌推介联盟，制定《“吉致吉品”牛肉》团体标准，以“区域品

牌、先进标准、市场认证、国际认同”为核心，以“标准+认证”为手

段，积极推动“吉致吉品(牛肉)”区域品牌认证工作，皓月、犇福、

桦牛3家企业通过首批认证。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吉林供浙、供

深牛肉公用品牌标准互认，吉林牛肉产品相继进入北京、上海、

广东等中高端市场，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我省打造“吉牛”质量标准化体系

金秋时节的吉林大地，稻米飘

香。阵阵稻香，让吉林大米从“好

米”变成“名米”，名片越擦越亮，也

走出了一条促进我省粮食产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新粮道”。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作出“粮食也要打品牌，这样价

格好，效益好”的重要指示。几年

来，我省始终笃定目标，顺势而为，

吉林粮食品牌建设已步入发展的快

车道。

“吉林大米”连续三年荣登“中

国粮油影响力区域公共品牌”榜首，

成为吉林农业的“第一品牌”，被誉

为全国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鲜活样本”和“中国好粮油行动计

划”的先行者，吉林大米这张“白金

名片”，愈加耀眼。

品牌化是推进粮食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

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与

吉林大米品牌建设之初相比，我省

稻米加工企业自有基地面积从130

万亩，如今已经增加到330万亩；优

良品种覆盖率超过80%。吉林大米

品牌优势在逐步显现，中高端大米

销量由9亿斤增加到25亿斤；全省

水稻加工业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

260亿元；效益提升到近两年稳定

在 6亿元以上；近 5年，我省只有

2019年启动了国家最低水稻保护

价收购。

打造过硬的品牌，就要加强质

量管控，提供品质放心保障。早在

2016年，我省就制定了严于国家标

准的“吉林大米”地方标准，并根据

我省不同区域特点和市场销售情

况，制定吉林稻花香、吉林长粒香、

吉林圆粒香、吉林秋田小町4个品

类优质大米团体标准。2021年，我省正式发布了吉林大米种

植、储存运输、加工技术、质量追溯等全过程、全方位、全产业链

的标准体系。

吉林大米还拥有自己的质量追溯平台软件系统，全省166

家大米加工企业在线运行。这个系统采用了“从农田到餐桌”的

追溯模式，可以对水稻从种植到生产过程各个环节进行跟踪管

理，对省内大米加工企业和水稻专业合作社相关信息进行采集

整理、汇总分析，实现“来源可查明、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责

任可追究”。

“吉林大米，真的好吃！”来自全国各地的赞誉和好评，是吉

林大米“好米”变“名米”的真实写照。吉林大米已经先后走进了

杭州G20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里约奥运会等体育赛事以及中

国南北极科考团队。

针对大米企业“小、散、弱”的特点，吉林大米通过建联盟

来聚优势，合力推动产业发展。整合信誉好、技术优、资金足

的粮食加工企业、经销商等多元主体，组建吉林大米产业联

盟。目前，大米联盟企业69家，形成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市场开拓合力。依托区域特色，吉林大米

企业既挖掘种植潜力，又深耕销区市场，扩大生产规模，优化

产品结构。吉林大米联盟企业中的松粮集团，整合周边近30

家企业，统一打造“查干湖大米”品牌，企业整体规模和效益得

到快速提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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