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01 国外发行刊号D776 邮发代号：11-1 彩练客户端

总第27858期 今日8版
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十月初八 十月初十小雪

中共吉林省委主管主办 吉林日报社出版

大吉网

牢记嘱托谋振兴 感恩奋进谱新篇

本版编辑 王立新 张善奎

这是一趟1100公里的远途，从零下十摄氏度的

长春南下，直抵零上十摄氏度的天津七里海湿地。

车上的特殊“乘客”是11只滞留于我省的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它们因寒潮暴

雪而错过了南下迁徙的“大部队”；幸运的是，它们

又被我省的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成功救助，历时15

个小时，于11月16日晚顺利抵达目的地。经过一

天短暂的适应休整，18日上午，这11只“掉队”的

东方白鹳成功放归种群。

这并非我省的首次跨省放飞。2019年10月，

1只白鹤和1只白琵鹭均因体弱在迁徙途中偏离

路线，经过救治护理和康复训练后被送往辽宁省

康平县卧龙湖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完成了我省

第一次跨省放飞野生鸟类。

据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郭伟

介绍，近几年来，我省累计救护野生动物和鸟类达

273种、24500余只，包括中华秋沙鸭、雕鸮、短耳鸮、

秃鹫等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下转第四版）

百万候鸟大军在此栖息，数个鸟类种群数量刷新历史纪录，诸多野生
动物旗舰物种频频现身，野生动物种类达4900余种……且看——

守 护“ 多 样 之 美 ”的 吉 林 实 践
本报记者 陈沫

几场降雪过后，吉林大地披

上了银色的冬装，我省系列冰雪

经济大戏也徐徐拉开了帷幕。

11月 17日，由中国贸促会和吉

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寒地

冰雪经济大会在初冬的北国长

春盛装开幕。

来自国内外的 500 余位嘉

宾，围绕寒地冰雪经济相关议题

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寻求合作共

识，共享发展成果。

“智汇冰雪经济，共享寒地未

来”，致力于搭建世界寒地冰雪经

济区域高层对话与经贸合作新平

台的本次大会，是一张崭新的吉

林世界级冰雪名片。

寒地冰雪经济是全球高纬度

及高海拔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抓手和动力引擎。“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推进“冰雪丝路”

建设，助力吉林寒地冰雪经济加

快发展，吉林再次吸引了国内外

的目光。

共商冰雪大计，共话寒地未

来，共谋合作发展。两天会期内

举办了一系列会议论坛、展览展

示、合作签约活动。

开幕式暨世界寒地冰雪经济

国际合作发展高层论坛上，与会

领导和嘉宾围绕大会主题，就深

化冰雪经济交流合作提出了极富

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的各大央企负责人在央

地合作论坛上围绕“创新央地合

作模式 促进央地融合发展”主

题，谈机遇，谈合作，谈发展。

世界寒地冰雪经济带智能制

造论坛上，与会者围绕“数智赋

能 聚势前行”，共话推动东北地

区智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新理

念、新模式、新技术、新资源。

“发展世界寒地农业 共享寒

地美好未来”是世界寒地农业国

际合作发展论坛的主题，论坛开

启了一个世界寒地综合利用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层对话平台。

波黑驻华大使西尼沙·贝尔扬真诚地希望波黑与中国

能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制造、农业等产业多开展交流与合

作，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促进两国经贸文化合作向纵

深发展。

中国旅游协会会长段强认为，冰雪经济是朝阳经济、

绿色经济、富民经济、开放经济。在“奥运效应”推动下，冰

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等“冰雪经济”及相关产业正在

不断升温。

本次大会，吉林元素特色突出。

我省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拥有世界级粉雪资源，冰

雪是吉林独特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和发展资源。

近年来，我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发

展冰雪经济作为打造万亿级大旅游产业重要引擎，积极探索

打通“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吉林冰雪品牌影

响力号召力持续扩大，市场关注度美誉度持续提升。

在会议论坛设置上，本次大会突出吉林省智能制造、农

业、医药健康、新能源、冰雪装备等特色产业；在参会企业构成

上，吉林省企业广泛参与本次大会，共有约400户企业、开发

区或单位报名参加各项分论坛及对接活动；在主题展示上，一

汽红旗汽车、一汽解放房车等吉林省冰雪装备产品集中展示，

并重点展示“冰雪丝路”、冰雪旅游、冰雪节庆、冰雪赛事、礼遇

吉林等一系列特色冰雪文旅产业项目。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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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悦 通讯员吉春宇)11月16日，寒冷地区

全国首批集中共享储能示范项目开工启动仪式在国网吉林省

电力有限公司举行。启动仪式分别在长春、松原、白城三个工

程现场设分会场。

此次项目全面开工建设，是国网吉林电力承接国家电网

公司“一体四翼”战略布局，对接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落地落实的关键举措，是打造具有吉林特色新型电力

系统，推动全省“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崭新起点，对于保障

电力供应安全，实现能源绿色转型，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该项目作为全国首批由省属电网企业牵头组织

建设运营的寒冷地区大型共享储能电站集群，在前期规划设

计中，国网吉林电力经过充分论证探索，确立了“优先选用全

钒液流电池、铅碳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多元储能”技术路线和

“电网侧集中共享、新能源发电企业以租代建”建设运营模式，

填补了高寒地区规模化储能建设及应用的空白。

结合资源优势、发展战略等因素，在长春、松原、白城三地

选址，同步开工、一体建设，总规模达30万千瓦/80万千瓦时，

总投资27亿元。项目投运后，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5.84亿

千瓦时，拉动各类投资超过100亿元，实现更精准支撑电网调

峰、调频、保供，更高效调节电力系统、保障电力供应和促进新

能源消纳，更快速实现区域能源产业转型，推动吉林省新时代

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省“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
寒冷地区全国首批集中共享储能示范项目开工

舒兰市境内有松花江和拉林河两大水

系，寒地黑土深厚而肥沃。好山好水好大米，

这让舒兰市有了“中国生态稻米之乡”的美

誉，水稻种植面积达75万亩，年产量40万吨

以上。当地大米企业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理

念，用产业化、全链条思维壮大稻米产业，推

进舒兰大米产业融合发展。

进入11月，舒兰市的水稻收割完毕，稻

谷颗粒归仓。在平安镇永丰米业的2条精

制大米加工生产线上，正日夜加工今年的

新米。企业负责人曹洪峰说：“企业日加工

能力 450吨，这还忙不过来呢。”永丰米业

是一家集种植、加工、销售、休闲观光于一

体的企业。2022年，永丰米业仅大米销售

就达到4万吨，销售收入2.76亿元，利润总

额 697万元。“平安永丰”牌大米先后获得

“中国著名品牌”“中国十佳粮油优质特色

产品”“中国好粮油产品”“吉林省著名商

标”等殊荣。

位于法特镇的友诚米业公司建有现代化

的低温库房和加工生产线，公司引进国内外

先进的生产设备，大米生产线实现了完全自

动化控制，年可加工稻谷10万吨，年烘干销

售玉米10万吨。大米一下生产线就立刻发

往全国各地，基本“吃掉”本镇和周边农户种

植的稻谷，在云贵川和长三角等地区牢牢站

稳了市场。

11月7日，刚刚下过雪的溪河镇舒兰站

村气温骤降，可农丰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却

忙得热火朝天，刚刚经过加工、透着浓浓米

香的大米，马上就被打好精致的包装，发往

全国各地。合作社的品牌“三莲”有机米在

移动互联网领域发展迅速，以“发货快、包装

精、服务好、口感佳”在市场中获得了良好的

口碑。

农丰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是吉米粮食公

司2008年成立的。作为一家农业产业化公

司，近年来吉米粮食公司注重营销渠道建设，

在传统农业销售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市

场，挖掘电商平台潜力，企业年购销量以20%

的速度稳步增长。

永丰米业有自己的水稻种植园区，位于

平安镇永平村，这里并不是单一的稻田，而

是集中打造了集稻米文化展示、稻田观测、

电商服务、精深加工、良种研发、综合服务为

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占地面积达到8.2万平

方米。 （下转第四版）

三 产 融 合 的“ 稻 梦 ”空 间
——舒兰大米品牌跃升发展纪实之二

本报记者 冯超

本报讯（记者孙寰宇）长白天下雪，戏雪

在长白。11月15日，长白山和平滑雪场和红

松王滑雪场开板，标志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新雪季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新雪季，长白山

管委会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冰雪旅

游目的地，不仅保留和升级了滑粉雪、泡温泉

等传统优势冰雪项目，还增添了大量前沿、新

奇、可玩性高的冰雪互动娱乐项目。古老神

秘的莽莽雪山，现代前卫的冰雪小镇，将在漫

漫寒冬里点燃游人对冰雪的热情。

长白山位于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冬季

漫长，降雪量大、雪期长、雪质松软，是世界三

大粉雪基地之一，被誉为“滑雪天堂”。和平滑

雪场设施齐全，是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域内“主

打”的滑雪场之一，也是国内雪期最长的综合

性户外运动公园，不仅能为滑雪爱好者和专业

滑雪运动员提供全方位服务，而且打造了森林

雪谷徒步、雪地摩托穿越等精品特色冰雪产

品。

今年新雪季，长白山的节事、赛事活动内

容丰富，精彩纷呈。“我们今年以‘长白天下

雪’为主IP，设置了雪山温泉季、冰雪运动

季、雪镇美食季、中法文化季多个活动板块，

并将举办长白山粉雪节系列活动，包括吉林

省第25届摄影艺术展暨第五届长白山摄影

艺术展、冰雪美食节、长白山林海雪原穿越大

会、长白山攀冰大会、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

会、长白山冰雪马拉松等，精彩值得期待。”长

白山管委会旅游文体局局长耿德勇介绍。

“今年我们将着力解决过去冬季游客来

长白山体验项目少的短板，重点从赏雪、滑

雪、温泉+冰雪、粉雪小镇以及大长白山周边

联动等方面，丰富长白山旅游业态。”长白山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昆告诉记者，长

白山景区将在原有观光游的基础上增加西、

北景区雪地徒步穿越、雪地摩托穿越、跳雪等

互动体验性冰雪项目，让“观光+体验”深度融

合。在“粉雪小镇”打造方面，将紧抓前沿时

尚、把脉游客需求，持续打造“网红”项目，让

小镇真正火起来。

长白山今年雪季将深耕冰雪旅游产品，

力争在我省冰雪旅游产业中实现带动作用。

未来长白山将着力塑造避暑休闲、冰雪旅游、

温泉康养、山地运动、生态文化等5个胜地，

同时打造“八名”，即名山、名镇、名品、名县、

名企、名才、名节、名牌。这些将逐渐改变“游

客来长白山只为看天池”的现状，也将逐步打

破观光类景区“看天吃饭”的发展桎梏，有力

激活释放长白山旅游度假巨大潜能，推动长

白山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省打造万亿

级旅游大产业和建设冰雪强省贡献力量。

“燃冬”长白山 精彩不间断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新雪季拉开帷幕

蛟河市改变传统的“地

趴粮”储粮方式，使用“矩形

储粮仓”储粮，通过自然风实

现粮食自然干燥，既提升品

质又节能减排。图为新站镇

六家子村农民正在整理粮

仓。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历史走到今天，世界面临很多问题。一

个走向复兴的大国，在人类前行的历史进程

中如何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历史将如实记录。

2023年11月14日至17日，举世瞩目的

四天。

在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

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大国当如何作

为？习近平主席旧金山之行的一场场活动、

一个个细节里，蕴藏着意蕴深远的答案。

（一）寻大国相处之道

“中美要好好打交道。”

11月15日晚，在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

举行的欢迎宴会时，习近平主席用质朴的话

语，道出一个走向复兴大国的真诚愿望，也道

出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

大国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都担负

着沉甸甸的责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个大国能否走

出一条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正确相处之

道，攸关世界和平与发展，攸关子孙后代的

美好未来。

“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习近

平主席清晰明确的话语，是经过深刻思考后

的表达。

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这是胸怀天下

的大国领袖的坦荡和真诚。

两段小插曲，为中美探索相处之道、从旧

金山再出发写下新的注脚——

午宴之前，拜登总统特地向习近平主席

展示了手机里的一张照片，正是1985年青年

习近平首次访美时，在旧金山金门大桥前的

一张留影。“您一点都没变！”拜登总统说。现

场顿时响起一阵欢笑声。

会晤结束时，两国元首话别。

“这车好漂亮啊。”

“红旗车，国产的。”

“就像我的凯迪拉克一样。”

斐洛里庄园里的这两段对话被全球网友

刷屏。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对于中

美这样两个大国，只要用心交往、真诚相待、

平等合作，完全可以美美与共，书写下有利于

两国、有利于世界的佳话。

（二）论再创“亚太奇迹”之道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三十次聚

首。30年来，亚太地区始终走在全球开放发

展的前沿，“亚太奇迹”举世瞩目，也带给当今

世界许多启示。

30年来，中国始终是亚太开放合作的坚

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百年变局深深影响

亚太之际，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角色，举

足轻重。

回应亚太各方和世界各国期待，出席会

议期间，习近平主席连续发表重要讲话。

在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

的书面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重温亚太合作初

心，总结深刻启示——开放包容是亚太合作

的主旋律，共同发展是亚太合作的总目标，求

同存异是亚太合作的好做法。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东道主嘉宾

非正式对话会时，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进一步

凝聚共识，聚焦行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

注入更大动力。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呼吁各方深入思考亚太

发展的时代之问：“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亚太带

到本世纪中叶？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

‘黄金三十年’？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更好发挥

亚太经合组织作用？”

30年弹指一挥间。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方能更好地迈向未来。

如何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三十

年”？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言近旨远：“我们应

该秉持亚太合作初心，负责任地回应时代呼

唤，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开放导向、坚持绿色

发展、坚持普惠共享——秉持合作初心，着

眼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点建议掷

地有声。 （下转第三版）

从习近平主席旧金山之行感悟“道之所在”
新华社记者 温馨 杨依军 宿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