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两会上，一场冰雪之旅的故事被媒体
争相报道。前不久，港澳委员于智慧带领1800
名南方游客到吉林赏冰雪、观美景、享美食，独
具吉林特色的冰雪旅游服务和美不胜收的“长
白天下雪”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这个冬天，凭借着得天独厚、别具特色的
冰雪运动和冰雪观光项目，吉林冰雪旅游火爆
出圈，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我们惊喜看到，
全省各种冰雪消费新场景正在不断被“解锁”、
被“占领”。大众对冰雪消费的需求升级，为我
们带来“白雪换白银”的契机。怎样承接这“泼
天的富贵”？如何让冰雪旅游的“爆火”变成四
季旅游的“长火”？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给
出了答案：“着力做好冰雪文章，启动冰雪产品
提质扩容工程”“着力优化高品质旅游供给”

“着力创新营销模式”“着力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城市文明素养”。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关注东北地区冰雪经济发展，就“推进
寒地冰雪经济加快发展”等多次发表重要讲
话、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我们“要大力发展特色
文化旅游。把发展冰雪经济作为新增长点，推
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
产业链发展”。我省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
带”，冰雪是我们独特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
发展资源。从抢抓2015年“三亿人上冰雪”的
重大机遇，到 2022 年“后冬奥时代”着力构建
冰雪产业发展新格局，吉林冰雪经济积厚成
势；从省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打造冰雪和避暑休
闲生态旅游万亿级大产业，到这次省政府工作
报告对推动旅游产业再上新台阶作出全面部
署，吉林加快打造世界级冰雪品牌和旅游胜地
未来可期。

拥抱“冰雪旅游”的春天，让“冷”冰雪持续

释放“热”活力，既要乘势而上，也要顺势而
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文
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今天的旅游，不再
是单纯的景点参观，而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体
验。随之而来的，餐饮、购物、体育、文化等服
务消费成为引客、留客的关键。“时”与“势”的
变化，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比如在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质
量上下“绣花功夫”，加强旅游服务和市场监
管，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等，努力为游客创造舒
适的出行体验、带来“不枉此行”的积极感受。

旅游兴，百业旺。以冰雪旅游成全国“顶
流”开局，着眼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文旅
产业发展之路，科学谋划，全面布局，协调推
进，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就一定能够推动吉
林冰雪强省、旅游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突
破、迈上新台阶。

冰雪吉林：积厚成势，未来可期
吉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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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冰雪

旅游产业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1月24日，在全省两会代表通道上，来自

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的赵兰菊代表分享了

度假区旅游盛况，并向全国游客发出了来自吉

林的冰雪邀约。

不仅是吉林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新雪季，

冰雪热潮席卷全省各地。

数据显示，今年元旦期间，我省接待国内

游客604.33万人次，同比增长406.69%。2023

年全年，我省接待国内游客3.14亿人次，同比

增长 172.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277.35 亿

元，同比增长242%。高光数据的出现，是吉林

冰雪持续火热“出圈”的真实写照。

“我省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我们一

定要利用好这份宝藏，持续深入地用‘冰天雪

地’兑换‘金山银山’。这个冬天，东北冰雪旅

游热度颇高，抓住机遇，进一步发展吉林冰雪、

宣传吉林冰雪刻不容缓。”安东华委员说。

1月23日，全省两会召开第一天，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对第三批国家级滑

雪旅游度假地名单进行公示，池北区长白山滑

雪旅游度假地榜上有名。此前，我省已有4个

滑雪度假区入选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2023年以来，我省加快打造万亿级旅游产

业，扎实推进冰雪经济发展，着力培育冰雪经

济新动能，让吉林的冬天不再沉寂。省委十二

届四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全省两会均

重点提到我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将旅游产业

作为加快构建具有吉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爆火，背后是城市环

境、美食、交通、历史人文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

效应。通过对省内冰雪旅游市场的调研，我认

为，我省需要在交通、住宿、餐饮等方面进一步

提升接待能力，举全省之力促进冰雪旅游发

展。”安东华说。

长白山脉粉雪飘飘，天池景观辽阔壮美，

“云顶天宫”令无数游客向往。据长白山北景

区主峰管理部副经理丁刚介绍，今年元旦期

间，长白山主景区共接待游客2.2万人次，较

2023年元旦假期同比增长96.0%，与2019年同

期相比增长121.7%。目前，长白山北景区日接

待游客平均达6000人。

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与驯鹿合

影、打雪仗、玩雪滑梯、吃雪地火锅等冰雪旅游

项目备受全国游客喜爱。

据悉，为解决过去冬季游客来长白山体验项

目少的短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在原有景区赏雪、

滑雪、泡温泉等旅游项目的基础上，在二道白河镇

重点打造了云顶市集、雪绒花、雪松森林孤独邮局

等新体验、新玩法，让“长白山下第一镇”变得更加

时尚有趣、冰雪旅游体验更加丰富多彩。

安东华认为，政府各部门应结合自身职能，

全方位为冰雪旅游助力，为游客提供贴心的服

务和保障，为景区、宾馆、饭店等经营主体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形成政通人和、全社会齐心协

力发展冰雪旅游的氛围。在宣传方面，凸显吉

林特色的同时还要强调体验感。“网络宣传是吸

引流量的重要手段，不仅要有创意，更要有实实

在在的内容，让游客真正产生‘说走就走’的愿

望。政府部门的官方账号可以与景区、酒店、商

场、饭店等账号形成联动，持续在网络平台发布

相关内容，形成宣传矩阵，并邀请省内外网红体

验、探店，营造火热氛围。”安东华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省将推动旅游产业

再上新台阶，着力做好冰雪文章，启动冰雪产

品提质扩容工程。蓝图已绘就、实干正当时。

在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的道路

上，吉林冰雪发展动能澎湃、生机无限。

让吉林冰雪持续火爆“出圈”
——代表委员为发展冰雪旅游献计献策

本报记者 徐慕旗 何泽溟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2023年，我省粮

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37.3亿斤，平均亩

产958.2斤，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1位，全省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4%。

亮眼的成绩背后，是科学有力的掌舵领

航，更是齐心协力的奋勇拼搏。

今年开年，我省如何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目

标，坚决扛起国家粮食稳产保供担当，以发展

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话题。

锚定大产能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今年，我省将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

工程年度任务落地，支撑粮食产量达到880亿

斤以上。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力争到

2027年率先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

农田。

“‘作为产粮大县的合作社，我们要再加把

劲儿，咬定目标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干。”马占

有代表认为，粮食产能提升，必须推进耕地集中

连片规模化经营，这不仅是国家实现农业现代

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更是广大农民热切期盼的

事情。我省把启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发展壮大三年攻坚行动，土地流转、生产托管

服务面积达到6850万亩、占播种面积超过70%

作为新目标，让他十分振奋。作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推动土地流转，提供生产托

管等服务，正是合作社的努力方向。

盐碱地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我省

西部盐碱地分布广、面积大、区域集中、地势低

平，增粮潜力巨大，如何更好实现盐碱地综合

利用？

“完善盐碱地改良标准体系；构建耐盐碱

育种联合攻关机制；推进‘种地'互促；加强盐

碱地机械化智慧化装备研发，发展现代化大农

业；建立中度以上盐碱稻田数据库，强化监测

和预警……”侯立刚委员提出4个途径挖掘我

省西部“潜在粮仓”。他说，省农业科学院从上

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研

究和实践，不仅选育出“长白九号”“吉粳129”

等耐盐碱水稻品种，还创新了一系列盐碱地综

合利用的集成技术。今年，我省将打好“黑土

粮仓”科技会战、抓好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

点建设、扩大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等列为重点

工作目标，激发了大家的干劲。

聚焦大产业 做好农牧特产增值大文章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2023年，我省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深入实

施，肉牛饲养量达到770万头，新开工屠宰加工

项目12个，万头牛场达到6个。乡村产业全链

条升级，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

硕果的背后，必是耕耘。

如何保持敢作善为的好势头，做好农牧特

产增值大文章？

“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以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拓展产业边界，推动粮经饲统

筹、种养加一体、产供销贯通，以打造全产业链

来提升农业竞争力。”张越杰代表说，拥有科技

创新资源优势比较明显的吉林高校，要充分发

挥人才和学科专业优势，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

化率，更好地服务于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产业

“十大产业集群”建设，为全面做活“农头工尾”

“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大文章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同时，大力实施品牌兴农兴牧战

略，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各自优势，通过打造

一批大企业、大品牌、大平台，形成万亿级规模

的产业集群。

城乡深融合 有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省今年重

要工作目标之一。

“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5个、高标准美

丽乡村示范村200个，同步推进1000个美丽乡

村建设……这些新目标，对于要素下乡非常有

吸引力。”曹曦委员说，作为农业企业，近年来，

通过创新营销模式，发展绿色生态农产品供应

链等途径，不仅提升了乡村特色产业的附加

值，还促进了农业多环节增效、农民多渠道增

收，不仅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也为村民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他建议，通过优化公共服

务支撑融合，加强品牌建设促进融合，培育龙

头典型带动融合，推动城乡融合，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作为农业大省，我省积极探索多样化途

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增动力、添活力。

“我省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非常科学务实。”马文军代表说，作为村

党支部书记，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实

现农民收入力争两位数增长的目标，敢闯实

干。同时，持续加强乡村治理，推进农村移风

易俗，丰富农耕农趣农味文化产品供给，建设

平安乡村。

“ 融 ”出 农 业 农 村 新 天 地
——代表委员热议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本报记者 孙翠翠 张雅静

“讲好吉林故事，卖好家乡农特产品，

是我的理想和追求。”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森林姑娘”的刘佳宁代表真诚坦率。

从繁华大都市走进静谧的大森林，又

从大森林走入两会会场，刘佳宁为家乡代

言的心，更加坚定。

2019年，25岁的刘佳宁辞去稳定的央

企工作，回到舒兰市新安乡联合村，走进长

白山林区。

在幽静的长白山深处，盖一间朴素的

小木屋，离木屋不远，是百年大树、湍流的

小河、美丽的野花和精心打理的菜园，一切

都错落有致、勃勃生机。刘佳宁举起手机，

记录和分享着自己见到和经历的点点滴

滴。

50多万全国各地的网友，就这样通过

小小的手机屏幕，了解吉林、爱上吉林。

一批批木耳、榛蘑、跑山猪、溜达鸡等

吉林特色农产品，随着丰满的吉林故事、美

好的吉林风景，变成了“抢手货”。

“我赶上了好时代，享受了好政策。回

乡初期，政府给予我特别多的支持和帮助，

组织参加各种培训和参观，让我从不会直

播到受网友欢迎，从单打独斗到组建专业

团队。现在，我们团队通过‘村民供货+直

播卖货’方式，将家乡优质农特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3年来，累计销售农产品19万件，

营业额达1000余万元，直接和间接带动周

边两百多户村民就业，年人均增收 2万余

元。”刘佳宁说，作为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

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十分振奋，今后将继续

挖掘家乡的农特产品资源优势，不断壮大

乡村特色产业，带动乡亲增收致富，带领更

多的“新农人”踊跃投身到乡村振兴这个大

舞台。

刘佳宁代表——

讲好吉林故事
卖好家乡产品

本报记者 孙翠翠

“农业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的中坚力量，是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带

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是引领现代化大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畜牧工作

者，过去一年，张凯代表通过深入走访调

研，听取企业代表、专家等建议，总结积累

经验，反复修改完善，提出了《关于培育农

业龙头企业引领现代化大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建议。

“我省依托农业大省和畜牧业大省优

势，每年生产大量玉米的同时，产生了4000

多万吨秸秆，为养牛带来了丰富的饲料资

源，发展肉牛产业优势得天独厚。全国围

绕农产品优势产业发展带，已经形成了内

蒙古奶牛、河南生猪、山东肉鸡等集群发

展，也培育出了伊利等超过千亿级的龙头

企业。”张凯告诉记者。

破解行业痛点，培育龙头企业。“目前，

皓月集团围绕肉牛全产业链达到百亿级。”

张凯建议，应该像工业支持一汽那样，在畜

牧业方面支持以皓月为代表的农业龙头企

业。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成立专班，“一

企一策”，挂图作战，落实政策和解决问题

一抓到底。同时，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举办

大型展销活动。

张凯代表——

“大农业”需要“大企业”
本报记者 闫虹瑾

在分组审议中，代表
们就各自工作领域积极提
建议、献良策，同心协力促
发展。

本报记者 石雷

丁研 潘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