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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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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均翻一番；

城区面积扩大一倍；

城区人口从30万增长到42万，

成为东北地区屈指可数的人口净流

入城市之一；

……

从试点到示范，从排头到样板，从

争优到领跑，短短几年时间，我省东南

部的小城梅河口实现华丽转身，创造

了高质量发展的“梅河口模式”。与之

相辉映，“梅河口现象”也频频“亮眼”：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国家卫生

城、国家园林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蝉联综合实力、投资潜力、新型

城镇化质量、营商环境、绿色发展、治

理能力六个“全国百强县市”；

获全国营商环境十佳市、全国双

拥模范城“六连冠”、中国最美全域旅

游名城等荣誉称号；

……

快速崛起的背后，是什么成功激

活了发展的澎湃动力，又是什么迅速

汇聚起振兴的旺盛人气？日前，记者

带着问题走进梅城，探究这座城市的

“发展密钥”。

产业集聚，梅河口实力从何而来？

一尘不染的现代化制药车间，

洗、烘、灌、封一体的全自动生产线，

从原料加工、提纯到制剂、包装，每个

环节都一丝不苟，井然有序。

在梅河口市高新区，矗立着16

户规模以上医药企业，其中不乏四环

制药、步长制药、鲁南制药、天衡药业

等国内领先药企。医药健康产业已

成为梅河口的支柱产业，产值占全省

医药产业比重20%左右。

除此之外，梅河口还成功引进中

如建工、世基集团、红星美凯龙、国投

集团、泸州老窖、浙江传化物流、一汽

富维等行业领军企业，以及泰国正大

集团、新加坡三达膜集团等国际知名

企业落户发展。

近年来，梅河口深入贯彻我省“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抢抓机遇，

强筋健骨，形成了医药健康、食品加

工、商贸物流、现代服务业四大主导产

业和全域旅游、装备制造业、建筑及其

配套产业的“4+3”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个东北县级城市，靠什么吸引

众多企业纷至沓来？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多

次随同市领导到各地招商的梅河口

市高新区招商部部长郭向军道破“天

机”，“梅河口把招商引资这个‘牛鼻

子’紧紧抓在手上，作为市委、市政府

‘一号工程’，坚持全员招商、以商招

商、精准选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

势蓄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

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招

商引资活动。”郭向军说。

走出去、请进来，更要留得住。

梅河口牢固树立“父母心”营商理念，

以政府服务转变提升为突破口，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各种发展要素汇

聚的“强磁场”。

通化谷红制药有限公司是步长

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副总经理赵

东梅2018年从山东来到梅河口，五

年间，她切身感受到企业发展过程中

享受到的“保姆式”服务。

“这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营

商环境特别好。市里成立由包保市

级领导、包保部门、审批职能部门、项

目服务秘书、项目中心多级联动的包

保工作专班，一企一策、全过程跟踪

服务企业。每当企业遇到困难时，各

部门通力合作帮我们快速有效解决，

这也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的信心和

决心。” （下转第二版）

梅河口，缘何能聚起人气？
本报记者 赵乃政 王子阳 赵梦卓

一路好风光的鹤大高速公路靖

宇县花园口松花江大桥段，号称“水

上高速”，山影水光，景色可圈可点。

下了高速出口不远，就是花园口镇的

花园村，给人的第一眼印象就是十足

的“网红特质”。

一进村就是游客服务中心和儿

童乐园，村里民居基本上都是灰瓦白

墙，沥青巷道两旁院墙整齐，小挂画、

墙绘处处体现人生哲理、生活智慧，

充满人文气息。这里还有一个名字，

叫“哲学小村”。村里的高端民宿特

别值得一提，西式风格的大客厅里可

以办冷餐会，地下还有标准卡拉OK

房；中式风格的小院后花园小桥流

水，碎石小径，亭、廊、草、树点缀其

间。村后的“花园星空共享农场”，更

是一处可以举办篝火草坪露天音乐

会的好去处，白色的舞台天幕，远远

望去格外亮眼。

花园村党支部书记汪坤告诉记

者，今年“五一”假期小山村举办了

“花园春游记 风车艺术节”等活动，

人气满满，接待了大量各地游客。

靖宇县是白山市建设践行“两

山”理念试验区的创新示范区，花园

村则是全县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一

个突出亮点。

靖宇县位于我省东南部、长白山

西麓、松花江上游，特色旅游资源丰

富，是我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中“长通白延吉长避暑冰雪旅游大

环线”的重要节点城市。

这里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可

以用“红绿金银蓝”来概括。

“红”，是以红色文化为底色的红

色旅游。靖宇是红色老区，境内有众

多的抗联历史遗迹。县城西南、濛江

乡靖宇村东的三道崴子，是抗联英雄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建有纪念碑、纪

念塔、纪念馆等。这里是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

“绿”，是以绿色山水为本色的绿

色松花江旅游。松花江靖宇段，沿岸

长80公里，江面宽阔，水流平稳，特

别适合水上观光旅游。白山湖仁义风

景区是“松花江三峡”的起点（仁义

峡），这里岸边山峰陡峭，异石高耸，

夏日乘船游江远远望去水天一色，让

人心旷神怡。

“金”，是以金色丰收为基色，打

造十大节庆活动。以中国·松花江旅

游季为主题，常态化推进年俗节、冬

捕节、开江节、游船节、音乐节、道地

药材节、矿泉节、蓝莓节、露营节和丰

收节十大主题活动。

“银”，是以银色冰雪为特色，将

“冷资源”打造成“热产业”，全力谋划

冰雪产业项目，深度发展寒地冰雪经

济，加快“白雪换白银”进程。

（下转第三版）

践行“两山”理念 写好文旅答卷
——靖宇县打造“心往长白山·松花江上游”文旅品牌观察

本报记者 王旭 曲镜浔

▲

近年来，靖宇县充分利
用丰富的生态环境资源，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在花园口
镇建设了集生态、文化、田园、
民宿为一体的花园新区，成为
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这是一幅壮观的夏日农事场景，

地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站在前郭灌区一总干进水闸口，

松花江水奔涌而出，干渠两岸，万亩

水田平整铺展，为农民增产增收带去

新愿景。

这渠惠民之水为前郭灌区45万

亩水田提供了保障。前郭灌区灌溉管

理局总调度长王爽介绍，科学做好引

水调度，做足灌溉供水保障系列工作，

将为今年灌区丰产筑牢水利根基。

在前郭县红旗农场，片片水田生

机勃发，田间遍布浓郁的生长气息。远

远近近农民兄弟的欢声笑语，渠水涓

涓，绘就了一幅火热的水田劳动画面。

红旗农场八分场职工王朝华正

在田间作业，他说：“今年种了7公顷

多地，随着灌区水质的提升和水温的

提高，水稻秧苗长势越来越好，灌区

的水，为禾苗发育提供科学、舒适的

温床。”

遇水则兴，有水则富。近年来，

红旗农场实施绿色水稻生产1万亩，

100户职工参与了绿色水稻生产实践

并取得了可喜成果，极大带动了全场

水稻生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灌区采用现代化措施高效管水，不仅

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更拉动

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这渠活水，为

灌区丰产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分布在松

花江、嫩江、辽河、图们江等主要江河流

域的117处大中型灌区今年的春灌基

本结束，实际灌溉面积363.2万亩。接

下来，全省水利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指导灌区按照供水计划合理调度水

量，确保水稻生育期用水，为全年粮食

丰收提供可靠的水利保障。

实现粮食稳产增产，耕地是根

本，命脉在水利。前郭之外，全省各

地为实现“千亿斤粮食”建设工程目

标任务，进一步挖掘增量、稳定存量，

省水利厅同步推出系列举措，全力做

好水利支撑和保障工作。

省水利厅总工程师程玉辉表示，

结合现有和新增耕地分布及规划工

程覆盖范围，省水利厅将通过谋划实

施一批引调水和灌区建设等水利保

障工程，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格

局，坚决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

政治责任，助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

设目标顺利实现。着力挖掘增量，结

合全省耕地后备资源分布情况，加快

水土匹配布局，开展中西部供水、引

嫩入白扩建、大安灌区二期等一批引

调水和通榆、长岭龙凤山、骏平等集

中连片灌区工程建设，为西部盐碱地

开发提供水源支撑。着力稳定存量，

主要实施已建8处大型、56处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工程，嫩江干流、20条重

要支流和221条中小河流治理等防

洪保安工程，重点涝区排涝能力建设

工程，侵蚀沟治理等水土保持工程，

通过配套完善、防洪保安、治涝稳产

等综合措施，最大程度挖掘、保护、提

升现有耕地生产能力。

水至绿生，片片沃野之上崛起的

座座“粮仓”，承载起农民增产增收的

新希望。

灌 区 筑 起“ 新 粮 仓 ”
——我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之水利实践

边境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多彩文化赛事 悦享幸福生活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裴雨虹 实习生
楚欣瑶）让群众共享非遗保护成果，让非遗融

入群众生活。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

化和旅游厅、长春市政府主办的全省群众文

化赛事系列活动——吉林省暨长春市“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专场演出，在长春莲花岛影视

休闲文化园举行，以丰富的文艺形式让群众

一同参与到非遗保护、传承中来。

随着蒙古族舞蹈《白马》跳起，专场演出

拉开帷幕。随后，东北民歌《关东大秧歌》、马

头琴齐奏《万马奔腾》、舞蹈《安代情》、二人转

《小帽联唱》、伽倻琴弹唱《欢乐家园》《花打

铃》、京剧联唱《徐策跑城》《太真外传》《孙安

动本》《穆桂英挂帅》《斩黄袍》《智取威虎山》

选段、歌曲《相传》、舞蹈《长白鼓韵》等节目一

一登场。由吉林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学院的师

生们演出的蒙古族舞蹈飒爽动感、热情洋溢，

充满活力的舞姿展示出当代大学生蓬勃激昂

的精神面貌，充分带动起现场的气氛。来自

长春市朝鲜族群众艺术馆的文艺爱好者们带

来了伽倻琴弹唱与朝鲜族舞蹈等具有吉林地

域特色与朝鲜族文艺魅力的节目，悠扬婉转

的曲调与翩跹动人的舞姿，展现了吉林非遗

在群众中的传承与发展。此次专场演出为我

省广大文艺爱好者和群众搭建了展示自我、

近距离接触非遗的平台。

今天的吉林省暨长春市“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为真不同酱卤肉制

作技艺、传统面食制作技艺、满族旗袍制作技

艺、松花砚微雕、螳螂拳（寸草）、评剧（郭派）等

长春市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颁牌，并举

行吉林省非遗代表性项目进景区签约仪式。

为了让文化遗产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常生

活，本次活动在主会场精心策划“走进非遗：

连接百姓生活——非遗购物节”“品味非遗：

融入人间烟火——非遗美食节”“畅游非遗：

体验时代风采——非遗游艺体验”“传承非

遗：赓续历史文脉——非遗摄影展”四大板

块，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甄选了关东泥人张、董

氏草编、老韩头豆腐串制作技艺、老怀德满族

剪纸、李氏葫芦画等30项丰富多彩的非遗项

目，打造集吃、游、购、赏、娱等为一体的非遗

宣传展示展销体验区。此外，现场还开设了

黑土地·红石魂——吉林省磐石红石砬子遗

址考古成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风云历程”

图片展、考古发掘现场模拟展示等活动。

共 享 非 遗 保 护 成 果
省暨长春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专场演出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7日在内蒙古

调研边境管控和边防部队建设情况，

听取北部战区、陆军、驻内蒙古边防

旅、内蒙古军区有关情况汇报并发表

重要讲话。全军部队认真学习领会

讲话精神，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

刻回答开创新时代边防工作新局面

一系列带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

重大问题，必将激励广大官兵进一步

强化责任担当，为党和人民守好边、

固好防，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

北部战区党委专题召开常委

会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领悟内涵要义，研究贯彻落实

具体措施，表示要牢记习主席关心

厚爱和殷切嘱托，从历史经纬中强

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

坚决听党指挥，加强练兵备战，发

挥边防部队在联合作战体系中的

作用，锻造卫国戍边钢铁长城，为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

大贡献。

陆军党委常委带头学习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重大意义、

重要内涵和实践要求，指导部队特别

是边防部队深入搞好讨论、深化理解

认识，把习主席的关怀期望转化为戍

边控边的强大动力。北部战区陆军

党委常委会第一时间专题学习讨论，

表示要领会好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

履行好抓建边防部队的职责任务，进

一步加强边防基础设施建设、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戍边控

边能力。 （下转第三版）

坚决听从号令 努力锻造卫国戍边钢铁长城
——习近平主席在内蒙古调研边境管控和边防部队建设情况时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黄河“几字弯”，九曲黄河中，苍劲有力的一笔。

乘飞机从北京前往内蒙古巴彦淖尔，自东向西，航线大致

沿着阴山山脉的走向。进入巴彦淖尔上空，透过舷窗，看到这

样的景象：

逶迤而来的黄河，遇阴山山脉转向东流。阴山高耸，如同

巨大的屏风，黄河蜿蜒，就像一条巨龙。屏风拱卫之下，黄河北

岸，巨龙脊背之上，正是举世闻名的河套平原。

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横亘绵延，一望无际。一抹抹醒

目的绿，或连点成线，或连片成林，与漫漫黄沙交织着、较量

着……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里书写下壮美的诗篇。

6月5日，正是世界环境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巴彦淖尔。

“沙”，是此行的主题。

记得两年多前，全国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现场。“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总书记娓娓

道来，听者耳目一新。

这次来，总书记主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加强荒漠化综

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在总书记

心中，这个会“具有标志性意义”。

为了开好这次会，总书记把湖、田、林、沙、水都看齐了：

先去乌梁素海，看湖；再到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看田；走进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看林和沙；前往河套灌

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看水和渠。

还没到乌梁素海边，就听到了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蓝天映

衬碧水，宽阔的湖面上，芦苇摇曳，飞鸟翔集。

这颗“塞外明珠”，一度因污染蒙尘。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

批示。

展板前，当地负责同志报告：最初“就水治水”，迟迟不见

效。遵循总书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理念，深刻认识到问题

表现在湖里、根子在岸上，治沙造林、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等多管齐下，成效明显。

乌梁素海边，当地人把“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印

在标牌上，也印刻在心间。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水林田湖”，加“草”，又加“沙”。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荒漠化土地

面积257.3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6.81％，主要分

布在三北地区。

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防沙治沙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也正因如此，东西绵延4400多公里的“三北”工程被誉为中

国的“绿色长城”，“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一走进新华林场，就会感受到人和时间的力量。

杨树、柳树、苦豆子、紫穗槐、杨柴……一众乔木灌木，顽强

地向贫瘠的土地扎根，坚韧地向上生长。

深一脚浅一脚，总书记走进正在治理的沙地，久久端详着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栽种的树，颇为感慨：“像‘三北’防护林体

系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

成。”

望向一排屹立在沙丘上的杨树，当地干部说，看得见的是

傲然挺拔的杨树，看不见的是年年反复补种，直到成林后，宛如

一道水闸，牢牢把沙漠固定住。这，是治沙人的韧劲。

走向一丛稠密的杨树，熟悉林草的专家说，为了提高成

活率，当年植树用的是扦插法，治沙人把整捆的树苗插在沙

子里，密密麻麻长在一起，就像一堵绿墙。这，是治沙人的

狠劲。

林场里的老职工说，过去人工种树很辛苦，白天黑夜地在

沙地里弯着腰挖坑、栽树、浇水，“种一棵树要磕三个头”。这，

是治沙人的干劲。

“三北”工程背后，是多少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

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到了“三北精神”，并深情讲起

他见过的那些用一辈子去坚守的治沙人：宁夏“治沙英雄”王

有德，甘肃八步沙林场“六老汉”，塞罕坝林场望海楼的护林

员夫妇……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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