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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月 17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费利克斯·齐塞克迪致贺电，祝贺他

当选连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刚果（金）是中国的传统友好国

家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两国关系快速

发展，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传统友好不断深化。

我愿同齐塞克迪总统一道，深化彼此政治互信，

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中刚

合作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习 近 平 致 电 祝 贺 齐 塞 克 迪
当 选 连 任 刚 果 （ 金 ） 总 统

本报讯（记者陶连飞）记者从省商务厅

了解到，根据第三方大数据监测，2023年，吉

林省网络零售额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24%，增速居全国第1位；农村网络零售额近

470亿元，增长31%，增速稳居东北板块首位；

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超过30亿元，成为外贸新

增长点。

产业生态加速构建。我省已培育建成

国家和省级电商示范基地、示范企业 182

个。规模直播基地300余家、主播32.96万

人。电商平台注册商家近53万家，带动就业

178万人。建成电商服务中心268个、电商

服务站5316个、县城物流中心31个。阿里、

京东、华为、拼多多、字节跳动、科大讯飞、神

州数码等知名互联网企业纷纷在吉布局。

产业影响大幅提升。我省成功举办三

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定义“新电商”概念。发

布了中国第一份新电商产业发展报告、中国

新电商行业规范发展倡议书，推出网络直播

主体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团体标准，我省成为

新电商产业发展的先行者。

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人参、鹿产品、黑

木耳、吉林大米网络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

77.5%、49.2%、33.4%、22.6%，长白山矿泉水、

皓月牛肉、辽源袜业、梅河冷面、延吉泡菜、

公主岭鲜食玉米等成为地标性网销品牌。4

个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联动发展，一汽解

放跨境电商签约同比增长5.33倍。中俄铁

路邮政跨境电商班列开通，珲春帝王蟹电商

“高铁专列”开进北京。

产业保障更加有力。接续出台电商发展

五年规划、直播电商三年行动计划、推进新电

商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实施方案，农村

电商、电商扶贫发展实施意见、跨境电商园区

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建立了全省高

校新电商产业协作体、新电商产业学院、新电

商工匠学院，各地区电商协会、新电商产业协

会、产业联盟等组织纷纷成立。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夏

远峰告诉记者，下一步，省商务厅将以新电

商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持续创新思路、着实

举措。近期，将抓住节日节点，充分发挥新

电商在活跃消费市场、助力循环畅通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举办好“网上年货节”活动，

组织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促销，丰富

节日市场供给，满足群众消费需求，保障人

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健康、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

我省新电商产业蓬勃发展
第三方数据显示，2023年网络零售额增速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记者孙红丽）日前，工业和信息化

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启动第一

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的通

知》，长春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公共领域车辆全

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城市。至此，长春已成功

获批国家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新能源换

电模式、国家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

三个国家级试点。

2023 年 1—11 月，整车产销分别完成

140.1万辆和140万辆，整车产值完成2886.3

亿元，新能源整车产销分别完成10.3万辆和

11.1万辆。数据背后，是长春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实施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重大

决策的生动实践。

为加快推进国际汽车城建设，扎实落实长

春市汽车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上台阶”三年

行动计划，2023年，长春启动实施国家级汽车

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行动，制定

《长春市汽车产业攻坚突破三年行动计划》《长

春市支持汽车产业攻坚突破行动计划若干政

策》，启动实施长春汽车集群整车引领、强链补

链、新能源跃升、智能网联、创新驱动、数字化

转型、卓越成长七大专项行动，推动全市汽车

产业集群创新发展、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领域持续发力，带动全产业链发挥

巨大能量。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一汽弗迪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重大项目进展迅速。一

汽中车电驱、奥迪一汽新能源配套产业园等重

大项目也加快竣工、投产。此外，长春还强力

推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配套供应商优

选落位攻坚行动，努力推动235个域内企业承

接该项目一期配套项目。全力推动汽车产业

集群转型升级、聚优成势，新能源汽车“三电”

系统初步完成布局。

对标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要求，长春全

面打造“汽车+”融合价值链，实现增值增效，集

聚发展新优势，加快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

“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汽车+数

字”，支持智能化道路基础设施改造，开展智能

网联汽车示范运营；“汽车+服务”，规范发展汽

车检测、维修、零部件供应、二手车流通、报废

汽车拆解等服务业，依托T3出行、大众摩捷等

平台，培育出行服务新业态；“汽车+换电站”，

依据新能源车辆投放和运营需求，科学规划加快布局充换电网

络，鼓励社会资本、企业等多元化主体参与换电站建设运营，形

成支撑有力的充换电服务体系；“汽车+金融”，构建服务支撑汽

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创新汽车消费金融产品；“汽

车+会展”，办好各类汽车赛事、论坛、研讨会、会展、主题活动；

“汽车+旅游”，探索汽车工业旅游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模

式；“汽车+文化”，依托长春丰富的汽车文化资源，打造具有代表

性的汽车文化体验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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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 刘莹）1月16日，镇赉县新型绿色

智能化柠檬酸项目投产，一期工程柠檬酸产品正式下线。该项

目投资40亿元，创造了镇赉县单体工业项目投资规模最大的记

录，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力支撑。

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将构建

“柠檬酸生产制造+盐碱地改良技术及产品服务+土地承包农业

种植”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为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工程作出积极贡献。公司还将携手吉林省农科院、白城市

农科院合作共建“吉林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以地适种、

以种适地，开展耐盐碱种质资源研究开发，全力打造农业硬核芯

片，推动苏打型盐碱地综合利用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充分利

用本地的“风光电”资源优势，全力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示范

企业及绿色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近年来，镇赉县大抓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建

设百亿级食品产业园，吸引高端食品制造产业项目加速向镇赉

集聚，带动全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我们将牢牢把

握这一绝佳契机，聚焦农副产品加工、食品添加剂等关联产业再

上项目、再求突破，全力打造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高

地。”镇赉县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镇赉新型绿色智能化柠檬酸项目投产

本报讯（记者李铭 孙鑫）乘“冬”风，兴

乡村，通化市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特

色冰雪民俗游带“火”乡村，曾经困扰乡村发

展的“寒流”，变成吸引游客观光玩雪的“暖

流”，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乡村邂逅“冰雪奇缘”，冬日的辉南

县样子哨镇太平沟村宛若童话乐园。随

着一声声尖叫，“大部队”雪圈飞驰而下；

雪迷宫旁，“单腿驴”上游客欢乐挑战冰雪

运动。

依托当地特色山水冬景、民风民俗，样

子哨镇精心打造“畅享冬日冰雪 印上你的

样子”特色冰雪旅游项目，设有步道观雪区、

冰雪游乐区、东北民俗体验区、泥草房游客

服务区，嬉冰戏雪、静谧赏雪、追忆童年等特

色旅游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畅享冬日

美好时光。

剪窗花、睡火炕、扭秧歌、欻嘎拉哈……

将冰雪资源、民俗文化、乡愁情怀等融为一

体，泥草房游客服务区还原了东北原汁原味

的冬季生活场景。这里既可以赏民俗表演，

还可以体验东北花棉袄、狗皮帽子等特色服

饰换装乐趣，让游客深入体验东北民俗的魅

力。

“进屋就是南北火炕，花枕头、花被面、

煤油灯、收音机、摆钟等老物件年代感满

满。穿上花棉袄在炕头坐一坐，瞬间勾起儿

时的美好回忆。”游客张平说。

一样的冰雪，不一样的体验。来到通化

市东昌区金厂镇上龙头雪村，集滑雪、戏雪、

赏雪于一体的景区里欢声笑语不断。雪村

拥有2条初级雪道、2条雪圈道。戏雪区里，

雪地摩托车、雪地转转等项目刺激有趣；赏

雪区里，冰瀑、雪房子等雪雕雪景供游人打

卡拍照。

“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不仅可以滑

雪，还能放雪圈、骑雪地摩托。玩累了就到

村里的民宿吃一顿小鸡炖蘑菇、坐在炕上取

暖驱寒，太好玩了！”来自广州的游客王玥和

朋友们直言不虚此行。

当广袤乡野与莹白冰雪激情碰撞，通化

乡村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

“城里人”去乡村乐享冰雪、体验民俗。让

“冬闲”变“冬忙”，通化市还开展“体验民俗

年味通化”冬季民俗文化活动，联动全市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融入赏年景、观花

灯、滑爬犁、堆雪人、包饺子、蒸豆包、放鞭

炮、贴春联等关东特色民俗文化，感受不一

样的“年味”。

通 化 ：冰 雪 引 客 到 乡 间

连日来，舒兰市南阳
俄式风情小镇游客数量逐
日攀升，日均接待游客已
达1200余人。近年来，舒
兰市大力发展文旅产业，
通过打造集冰雪旅游、文
化展示、乡村观光、休闲度
假、户外运动等功能为一
体的旅游项目，吸引域内
外游客前来“赏雾凇、戏冰
雪、泡温泉”。图为游客正
在体验“彩虹滑道”。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从波澜壮阔的年代大剧《人世间》，到热

血沸腾的《狙击手》，再到热播的《冰雪尖刀

连》《父辈的荣耀》……两三年间，以白山市

为拍摄外景地的影视剧接连热播，在业内形

成了白山创作环境“出作品、出精品”的良好

口碑。大平台、大导演、大作品的持续进入，

推动形成了独特的“白山影视现象”。

生态白山，天然影棚

绿水青山携手皑皑白雪，得天独厚的生

态资源造就了天然的摄影棚，也使白山成为

各个剧组外景地的首选。

白雪覆盖的高山、寂静无声的林海、徐徐

铺展的山水画卷……在白山市确定18处外

景地的《人世间》，展示了东北独特的韵味。

“只有白山的冰雪，才能满足我们的摄

制需求，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把外景地设在

白山市。”《冰雪尖刀连》美术指导王刚说起

当初的决定，对白山的冰雪资源赞不绝口。

北纬41度冰雪黄金纬度带、长达6个月

的雪期、平均1米以上的积雪，造就了世界上

品质最好的冰雪资源。富集的冰雪资源、原

生态的场景，备受著名导演张艺谋的青睐。

拍摄《狙击手》时，全程取景于冬韵悠长的白

山市。

制定相关政策、组建服务机构、充实精

干力量、为重点创作项目协调资金……近年

来，白山市把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纳入全市

中心工作发展大局，纳入建设践行“两山”理

念试验区目标任务，通过文化挖掘整理、文

旅项目支撑、文化地标打造、影视基地建设，

举办重大群众性文化文艺活动等，为繁荣发

展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提供强力支撑。

历史悠久，底蕴厚重

亭亭玉立的白桦、潺潺流淌的溪水、静

静矗立的密林……不经意间，眼前的景色便

会与影视剧中的某个场景相重合。

从1953年《智取华山》在白山市取景开

始，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

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将这里作为

常用的外景地，《林海雪原》《狼牙山五壮士》

《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及近年来经典

电影《悬崖之上》《狙击手》、电视连续剧《人

世间》等40多部家喻户晓的知名影视作品陆

续在白山取景拍摄。

特殊的地理位置、保护完好的森林植

被、四季分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长白山农业、矿

业、林业等产业发展遗存，构成了发展生态

影视产业的自然及人文优势，为东北题材，

北方少数民族历史题材，东北边疆历史题

材，东北抗联、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题材，矿

山、林业、农业等众多题材、风格的影视剧拍

摄提供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拍摄服务。

创新机制，优质服务

“十分感谢白山市江源区的大力支持，

为剧组的拍摄解决了大难题。”《冰雪尖刀

连》制片人李建军谈及当时的情景，仍是连

声感谢。隆冬时节，外景地仙人谷大雪封

山，严重阻碍拍摄进度。得知情况后，江源

区立即组织人力、机械开展清雪，连续一个

月，直到完成拍摄任务。

像这样的事情，在白山市各地已是常见。

《冰雪尖刀连》拍摄时需要搭建一座浮

桥，白山市浑江区胜利一村的村民们二话不

说，两天时间就配合剧组搭建完成。用他们

的话说，咱这是革命老区，是抗美援朝的出征

地后援地，就是要支持这类影视剧的拍摄。

姜华是江源区一中介服务公司的负责

人，也是群众演员的“群头儿”。收到剧组第

二天需要数百名群众演员的通知后，他立即

发布在十几个微信群里。“一听说是拍抗美

援朝的电视剧，大家伙心里都有一股劲儿，

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超额完成任务。”

制定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建

立影视产业协调机制，初步实现行政服务与

影视行业需求衔接；组建长白山生态影视基

地项目攻坚组，实现影视产业服务工作专班

抓、专人管；在帮助影视行业办理手续、协调

政策和资金的同时，主动在域内踏查并确定

了近300处影视外景地，培育了1000余人的

业余群众演员队伍；建立设施设备资源库，

现已汇集影视演出服务企业7家，确保为影

视剧创作提供支撑……白山市还与净月影

视文旅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进知名影

视人才成立了长白山演艺公司，与中影集

团、长影集团、万达东方影都等建立密切联

系，为长白山生态影视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合

作机会。

光 影 里 的 白 山
本报记者 蔡冲春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