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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旅游市场

一片火热场景。争做热门目的地，我

省提前谋划，抢占先机，瞄准长三角、

东南及西南地区客源市场，自3月下

旬开始，分别赴浙江、福建、四川开展

了3场文旅主题推介活动。

3场活动不仅着眼当下，更放眼

长远。文旅推介结合招商引资，引客

入吉叠加引资入吉，为产业发展添柴

加薪。

走出去 抢占先机，引客入吉

我省与3个推介目的地之间的

缘分由来已久。与浙江省的“千万游

客互换”工程、与福建省的“浪花爱上

雪花”合作品牌、与四川省的“金色对

角线”合作品牌，都积淀着深厚情谊，

蕴藏着广阔前景。

在旅游市场全面复苏的关键节

点，我省旅游业以崭新面貌诚意奔

赴，谋求再度携手、合作共赢。

——在杭州，发布我省夏季旅游

线路短片，长三角地区18名旅游达

人在主流媒体平台同步分享388条

吉林旅游攻略，观看总量达到8780

万次，“千万游客互换”工程2.0版本

活力迸发；

——在厦门，以长白山天然矿

泉水冷萃福建春茶的慢直播在4个

小时内吸引了超过 549 万人次观

看，微博话题#吉水润福茶#阅读量

超4300万；

（下转第二版）

向 南 劲 吹“ 吉 林 风 ”
——省外文旅主题推介活动观察

本报记者 徐慕旗

京津冀，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的重大国

家战略。

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

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

谈会，强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

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

博大的胸襟气魄，厚重的历史担当。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谋思路、打基

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

难，不断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历史行进的脚步中，一个个标志性的节

点，一次次关键的指引，一幕幕难忘的场景，

书写着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非凡历程，也昭示着这一历史性工程更

加雄阔壮丽的未来图景。

（一）瓣瓣不同，瓣瓣同心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

5月的清晨，朝阳唤醒大地。

每天6点56分，都有一列复兴号高铁列

车从北京西站准时出发，一路向雄安新区飞

驰。车窗外，碧绿的麦田一望无垠，广袤的京

津冀大地风光无限——

这里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群：京畿重

地，濒临渤海，携揽“三北”，面积21.6万平方

公里，承载1亿多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

这里也曾困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既

有“大城市病”的困扰，又有发展鸿沟的困惑，

资源环境超载矛盾严重……

进入新时代，作答新课题，回应新期待。

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高度重视，

进行着深入思考。

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中国，要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首都？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生产

力布局和空间结构优化如何推进？

大战略需要厘清大逻辑。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实现重点突破，打造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并为全国区域协调发

展带来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

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

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

发展。”

大战略需要谋划大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

次在京津冀地区考察调研，主持召开一系列

相关会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同时段和

关键时刻都给予关键指引。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

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

津“双城记”；同年8月，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

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此后在不同场合总书记又多次就京

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

工作汇报。面对京津冀负责人，总书记深刻

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

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并提出着

力加强顶层设计等7点要求。

谋定而后动。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就

是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

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着力加

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

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

标一起做”……习近平总书记给出明晰指引。

审议这一规划纲要，一次次提上中央重

要会议的议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走出

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

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实

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思路要明确，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

推出改革举措”；

“要坚持协同发展、重点突破、深化改革、

有序推进”；

“要把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次次考察，一场场会议，一系列重要指

示，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挂念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

2019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再赴京

津冀调研。

这一趟，举世瞩目的河北雄安新区，古韵

厚重的天津，焕然一新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总

书记用3天时间深入考察，并主持召开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这一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过去的

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于谋思路、打

基础、寻突破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

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

段，需要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

“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意味深

长。

九载光阴，春华秋实。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这方热土日新

月异，交出亮眼成绩单——

2022年北京、天津、河北经济总量突破

10万亿元，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

量发展蹄疾步稳。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地区

实现进出口1.23万亿元，同比增长9.3％。

北京向外疏解与内部重组相互促进的发

展格局加快完善。雄安新区建设全面提速，

起步区“四横十纵”骨干路网全面开工，启动

区“三横四纵”骨干路网具备通车条件；白洋

淀水质总体达到III类标准，森林覆盖率达

34％。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行政办公

区二期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城市副中心三大

文化公共建筑主体工程完工。

2022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超4成；天津滨海新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建设迈出新步伐，集装箱航线总数达到140

条；张家口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和可再生能

源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2022年可再生能源

装机规模突破2600万千瓦……

不凡的起笔，宏伟的篇章。

2023年5月之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大判断：“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

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

途径。”

（二）紧紧抓住“牛鼻子”

“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积极稳妥有
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牛鼻子”。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考察，第一站就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近1个半小时的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

观看介绍北京建城史、建都史和北京城市变

化情况的专题片，认真了解北京地理环境、规

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变化等情况。

“总书记问得很细，对于人口过多、交通

拥堵、房价高涨、生态环境严峻等首都发展存

在的问题，都十分关心。”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原常务副馆长赵莉对当时情景记忆犹新。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北京发展

和管理工作提出5点要求，明确“调整疏解非

首都核心功能”的大思路。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纪事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记者刘巍）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省公安厅牢牢把握“学

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

要求，持续强化理论学习、推动学

习成果转化，通过扎实开展“服务

企业月”活动，全面了解企业需

求，聚焦企业提出的五类问题诉

求，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

音，全力打造护企安商新环境，以

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彰显主题教

育成效。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省公

安厅党委靠前一步、主动作为，把

开展主题教育与服务企业工作紧

密结合，制发今年加强营商环境

建设服务企业 20 项重点任务。

部署开展四大载体活动，发挥各

警种职能作用，确保加强营商环

境建设服务企业各项工作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各地各部门也纷纷

结合实际推出一大批具有创新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惠企政策

措施。截至目前，各地各部门结

合实际，累计推出200条利企惠

企政策措施。

为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实落

细，省公安厅紧紧围绕“回应企业

呼声，践行六项承诺，打造护企安

商新环境”主题，组织全省公安机

关开展“服务企业月”活动，全力

打造护企安商新环境。

畅通五个渠道，全面了解企

业需求。以“服务企业月”活动

为载体，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采

取集中座谈、个别走访、线上征

集、与工商联合作、与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沟通五种形式，多渠道

收集意见建议，变“坐堂办公为

上门服务、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通过召开警企座谈会，采

取“请进来”座谈的形式集中征

求意见建议，目前已开展警企座

谈290场，收集意见建议631条。各级公安机关采取“走出

去”的形式深入企业实地走访，充分听取意见建议，现场解

决问题。其间，走访企业7140家、个体工商户14万余家，现

场解决问题1081件。同时，采取网上征集意见线索，全面建

立派出所与辖区企业、个体工商户警企联系微信群，依托线

上平台实时征集企业问题诉求。同时，与省政府互联网+督

察处、省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实时共

享涉公安问题诉求。

聚焦五类问题，全面兑现公开承诺。对企业提出的五

类问题诉求，采取简单事项现场办、重要案件挂牌办、复杂

事项限期办、非公安事项转交办四种形式办理，真正做到

“有事即应，无事不扰”的理念。集中打击一批涉企违法犯

罪。共侦破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案件175起，挽回经济损失

1.2亿元；集中化解一批涉企矛盾纠纷。截至目前，共有效

化解各类涉企矛盾纠纷773起；集中解决一批涉企安全隐

患。加强企业周边治安巡逻，完善道路交通管理措施，改善

企业周边公共治安环境，共解决各类安全隐患1839件；集中

办理一批惠企服务事项。对涉企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开展上

门服务，共办理服务事项1654件；集中整治涉企违纪违法问

题，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收集涉企举报投诉线索，对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在公安机关内部

形成有效震慑。

据悉，接下来，省公安厅将进一步找准服务吉林振兴发

展的结合点、发力点，精准施策、狠抓落实，推动更多公安政

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扎实推进“一件事一次办”，让企业

和群众“一次办全、一次办好”，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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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舒兰市大力发展白鹅产业，投资建设了集鹅肉加工、羽绒制造、产品研发于一体的白鹅产业园。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投资14.2亿元，
建成后将有力助推舒兰市白鹅全产业链发展，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图为该项目核心区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高质量发展县域行高质量发展县域行

舒兰白鹅，名声在外。

刚进舒兰，还没看到鹅，记者先被白鹅产

业园门前的展板“震撼”了：

“2023年立足发展1000万只”；

“3年内养殖规模达到3000万只，到2025

年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

……

大手笔！要知道，目前舒兰白鹅存栏总

量约270多万只，这意味着今年剩下的7个多

月要增加约730万只。

此外，舒兰白鹅年出栏量与养殖规模十

分接近，近年我国商品鹅出栏量每年增加

2000多万只，到2025年，舒兰白鹅年出栏量

可能超过当前全国商品鹅出栏年度增量！

一个疑问在记者心中浮现。俗谚云“家

产千万，带毛的不算”，畜牧业天生伴随风

险。而且，人类养鹅已有几千年历史，产业门

槛并不高，越飞越高的舒兰白鹅很容易遭遇

竞争者。

那么，舒兰为什么敢对白鹅产业下“大手

笔”？

从“14根羽毛”看规划

“有问题，找市长”。

在舒兰白鹅产业园里一座正在施工的塔

吊附近，记者见到了舒兰市市长陈雪松，还有

负责产业园建设项目的舒兰市城镇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党国军，并向他们

抛出了疑问。

“要不是新冠疫情影响，去年我们就实现

养鹅 300 万只了，今年 1000 万只就是‘打

底’！”陈雪松快人快语，随后望向党国军，“讲

讲‘14根羽毛’那事儿。”

党国军笑着讲了一桩事：目前，产业园洽

谈的招商项目中，有两家企业意向很高，但仍

未决定入驻，原因是舒兰现在的养鹅规模还

不够。

一年200多万只还不够？

原来，这两家企业都是羽毛球主要厂

商。羽毛球分为人造羽毛球和天然羽毛球，

其中鹅的刀翎制作的天然羽毛球售价更高，

它坚硬、挺直、抗打、耐用，下落速度符合标

准，是国际比赛指定用球。标准羽毛球有16

根羽毛，但一只鹅最多有14支刀翎，两翼左

右各7支，平均两只鹅还不足制作一个羽毛

球。一打高品质鹅翎羽毛球价格约在80元

以上，而竞技比赛用球每个就要数十元。

“羽毛球企业对翎毛的需求数以吨计，

目前一般通过全国收购来解决。当舒兰白

鹅有了千万级养殖规模，一县就能提供大量

原料，企业本地建厂就有了‘原动力’。”党国

军说。

“自己没‘本钱’，求着企业人家也未必肯

来。家里有‘矿’，企业就会纷至沓来。未来

3000万只白鹅，就是舒兰招商引资的一座

‘金矿’。”陈雪松大手一挥，仿佛身后站满了

给舒兰产业发展“撑腰”的“鹅兵鹅将”。

“产业链在手，规模越大，风险越小。”陈

雪松说，舒兰要打造“闭环式”全产业链，把白

鹅经济价值“吃干榨尽”，白鹅屠宰到鹅肉火

锅、鹅肝酱到预制菜、羽绒服到羽毛球，众多

深加工项目都要落地。推动白鹅养殖形成规

模化，还能取得行业“话语权”，通过“团购”把

饲料、设施等养殖成本降下来。

从“北纬43度”看优势

采访第二站，记者见到了白鹅经济价值

最顶端的“软黄金”——鹅绒。

吉林市白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车间

里，分毛机像多个“N”字形组合在一起，透过

玻璃看去，漫天鹅绒飞过一道道“关卡”，飘到

最尾端的鹅绒，轻盈得仿佛海中的浮游生物，

反射出细密的光芒。

企业董事长张玉宝做了最喜欢的“表

演”：双手抓起一团鹅绒，手心朝上轻轻一挤，

成团羽绒像烤熟的爆米花一般“炸”开，向记

者直观地展示了白翎羽绒出众的蓬松度。

“北纬43度”，是张玉宝介绍羽绒时口中

的热词。“这个纬度成长的鹅，经历193天漫

长的冬季和70℃的相对温差，造就了独一无

二的羽绒品质，绒朵大、羽梗小、弹性足、保暖

强、蓬松度高。”

业内认为，北纬43度至44度是白鹅生

长的“黄金纬度带”，波兰、加拿大等高品质

鹅绒产地均处于该纬度。地处长白山腹地

的舒兰正处于这一地理区间，自然条件得天

独厚。 （下转第三版）

白鹅产业白鹅产业，，舒兰凭啥敢下舒兰凭啥敢下““大手笔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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