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旅游需求

已经从观光式转变为体验式，更加注重深层

次的心理需要。”史一博委员认为，城市特有

的烟火气是吸引游客的密码，与游客共情，才

能赢得市场。当前，我省已经锚定旅游万亿

级产业目标，旅游跨越式发展的集结号已经

吹响。“面对旅游方式的改变，文旅宣传应该

采取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从大水漫灌到精准

影响，利用服务细节打动游客，营造有特色的

旅游市场，塑造有温度的文旅形象。”

他建议，在体验式旅游大背景下，文旅

宣传应注重自媒体领域传播。在方式上，

广泛传播游客个体体验；在渠道上，组建大

规模的自媒体传播矩阵；在内容上，结合文

旅特色亮点，侧重于文化、民俗以及特色景

点、特色美食等内容。“从游客视角出发，侧

重游客个体感受和体验，挖掘打动人的故

事和细节，营造浓厚氛围，实现数量级的传

播目标。”

史一博还建议，旅游监管部门应督促服

务单位，为游客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还应

与公安、市监、城管、交通等部门联合，对旅游

服务全领域、全流程进行监管。

史一博委员——

创 新 文 旅 宣 推 方 式
本报记者 祖维晨

巾帼不让须眉，她的精彩绽放在科研征

途上。

“1994年，我从长春应化所硕士毕业后，

选择留所工作，埋头于我喜欢的科研事业。”

在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期间，记者见到了庄

秀丽委员，一个温婉柔美的形象展现在记者

眼前。

“这些年，我专注于生物医用材料及医疗

器械技术创新，与团队共同打破一个又一个

技术壁垒。”与记者的“预期”不同，随着交谈

深入，庄秀丽言语中表现出的坚韧与刚毅更

让人敬佩。

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科研工作，庄秀

丽一干就是30年。“做科研就要服务社会，这

个信念支撑我一直扎根科研与转化一线。”

2007年，庄秀丽又多了一个身份，她与陈

学思院士作为共同发起人，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创建了技术转化平台——长春圣博玛生

物材料有限公司。

万事开头难，人员、资金、设备、场地……

太多不曾预想的困难，“一股脑儿”地砸向

她。“我觉得科研工作如果不能实现成果转

化，不能服务于人民群众，那科研就没有意

义。”抱着这个想法，“一根筋”的庄秀丽坚持

着她的梦想。

创业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但庄秀丽内心

却满怀底气。“省市好政策一路支持，有关政

府部门总是关怀备至。”

2011 年 ，公司建成了国内首条通过

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的规模化多品种医用

聚乳酸生产线，填补了国内多项产品空白。

团队开发的体内可吸收接骨螺钉和接骨板性

能高，适用范围广，受到临床认可。

特别在最近几年，公司发展驶入“快车

道”，营收屡创新高。2021年收入突破1亿

元，次年突破5亿元，2023年更是突破10亿

元。公司现拥有专利160余项，部分产品打破

了国外进口产品垄断的局面，先后被国家、

省、市认定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院士专家工

作站、博士后创业基地、吉林省聚乳酸科技创

新中心。

企业发展好了，各地纷纷抛来橄榄枝。

用庄秀丽自己的话讲：“名声出去了，‘诱惑’

就来了。”

“想过走吗？”记者不禁问道。

庄秀丽摇摇头，“公司享受了太多我省的

好政策，我们怎么能走！”

在今年两会上，她围绕新能源主题联名

提案，为吉林发展建言献策。

庄秀丽说：“作为吉林省政协委员，我希

望从自身的生活出发，更多了解群众需求，更

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回馈吉林，为吉林

发展作出贡献。”

“ 我 与 吉 林 共 成 长 ”
——省政协委员庄秀丽的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邱国强

领改革风气之先，立开放大潮潮头。

过去一年，我省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始

终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不断激发

发展动能，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站上新起点，吉林正面临新一轮深层次

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机遇、新挑

战。新征程上，该如何乘势而上，谱写改革开

放新篇章？

今年全省两会，与会代表委员围绕如何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对外

开放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共谋新发展、共

话新未来。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发展软实力

优化营商环境是永不竣工的工程。我省

一直把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吉林高

质量发展的“头号工程”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突破口。

2023年，我省持续深化“五级书记抓营商

环境”工作机制，并连续9年在春节假期后首

个工作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

会，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和项目建设。此外，还

印发了《吉林省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公平公正

法治环境、利企惠企市场环境、保障有力要素

环境4个建设工程实施方案》，部署182项重

点任务。一系列有力举措，令全省各类经营

主体活力迸发。

“要深入了解经营主体的感受，直面企业

合理诉求，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王萍萍代表认为，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

发言权。她建议，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加快数

字政府建设，深入推广“审批不见面、办事不

求人”政务服务新模式，让企业“少跑腿”“零

跑腿”；扩大产业集聚效应，提高企业原材料

与产品的就近配套率，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集

聚，形成良性循环。

陈颂委员同样认为政府应更加关注企业需

求。他表示，只有以企业为核心，不断优化政策

环境，才能实现同企业共成长。陈颂建议，提升

审批效率，让企业积极参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推动审批流程优化。同时，鼓励企业关注政策

走向，积极同政府部门沟通，反馈政策执行过程

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使之更贴近市场需

求，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助力民营经济，打造发展新引擎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回望2023年，我省民

营企业信心增强、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底气

更足。

截至2023年9月，全省认定省级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118家（其中国家级12家），

整合社会化服务机构500余家，累计为5.5万

户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通过吉浙两省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平台，累计培

训民营企业家5650人。吉林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步伐坚实有力。

“要增强民营企业的法律意识。”张嘉良

代表建议，要充分发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

作用，为民营企业提供前瞻性的法律建议。

同时，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促进多方沟通与协

作，并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民营

企业法律成本，为企业提供更便捷、灵活的法

律服务。他还建议，要积极支持创新，搭建产

学研平台，培育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蓬勃发展。

“要提升政策惠企的‘维度’，政务服务的

‘温度’，政商关系的‘纯度’。”陈任博委员建议，

引导民营经济依托技术创新提质增效，依靠管

理创新转型升级。聚焦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

增效益，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加快转型升级，驶入

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此外，还要营造良好氛围，

持续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不断增强民营经

济发展内生动力。

扩大对外开放，塑造发展新优势

吉林省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在

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2023年，我省全面加强与国家重大战略

对接，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组织党政代

表团赴沪、浙、苏、皖、津、鲁、粤等地开展合作

对接、经贸交流、招商引智活动，签约合作项

目174个，合同引资总额2069.9亿元。2023

年前三季度，全省招商引资到位资金4702.9

亿元，同比增长35.7％。

“吉林省高度重视开发开放工作，一直把

推进高水平开放作为实现吉林全面振兴的重

要抓手。”张维宇委员说，去年我省出台了推

进高水平开放“1＋5”支持政策和行动方案，

为全省推进高水平开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对此他建议，要把这些政策举措继续落实到

位。立足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

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充分发挥沿边近海

优势、政策汇聚优势，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

区建设为重要抓手，释放我省开发开放平台

活力。围绕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

示范区、珲春海洋经济示范区等各自功能，大

力发展外向型产业，全方位多层次深化对外

合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更多动能，加快融

入新发展格局。

2023年海关总署宣布，为了促进东北地

区的内贸货物运输，吉林省在原有的口岸基

础上，增加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作为内

贸货物的中转口岸。王波代表认为，我省对

外经济发展迎来崭新机遇。

活 力 奔 涌 汇 松 江
——代表委员热议深化改革开放

本报记者 邱国强 闫虹瑾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在

刘欣代表看来，人才事关国计民生，更是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省锚定人才强省的建设目标，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和相关工作细则，人才政

策体系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刘欣认为，吉

林正加速向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迈进，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渴求人才。因

此，除了全面落实好相关人才政策和条例，进

一步打造集聚高地，为人才搭建平台势在必

行。

她建议，我省高校要按照各自实际情况，

一方面积极建立政校企合作平台，深化“产学

研用”一体化发展平台，多方合作、成果共享，

实现协同发展，促进产业、科技、人才深度融

合；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积极做好毕业生

留省就业创业工作。企业要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和新兴产业，全面提升现代化产业创新能

力，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多契合的发展平台。

政府各部门也要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为人才安心立业打造最优生态，让吉林这块

创新创业的沃土更加炽热。

刘欣表示，其所在的吉林动画学院已发

起成立了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

吸引了全省60家高校参与，注册学生达5万

人，未来将持续整合资源，打造更多文创类专

业人才就业创业平台。

刘欣代表——

为人才发展搭建更多平台
本报记者 张鹤

在四平市代表团，记者初见籍明元代表，

一股民营企业家的闯劲与拼劲，在他身上一览

无余。

曾在上海打拼多年并取得成绩的他，2016

年选择回到故乡四平，一手创办了双辽昊华化

工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已成长为我省基础

化工产业的龙头企业，填补了省内氯碱市场的

空白，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

“四平是我的故乡，是这方水土养育了

我，我的父辈们都在这里工作、生活。”籍明元

说，对家乡的眷恋和故土的情怀，是每名在外

游子都无法割舍的赤诚之心，回到家乡打拼，

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方式。

籍明元说，近年来，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

营商环境，企业能够心无杂念谋发展、全力以

赴抓生产，优越的营商环境极大促进了民营企

业干事创业的劲头。

“今年，我的企业打算再扩建28万吨烧

碱，进而达到年产48万吨离子膜烧碱、1.344

亿立方高纯氢气的总产能，打造成东北最大的

氯碱化工产业基地。力争3年内，推动双辽化

工园区实现百亿元年产值目标。”籍明元表示，

作为省人大代表，他将认真贯彻全省两会精

神，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抓好落实。“我有信心把

企业发展好，把产业链延伸好，与下游厂家配

合好，打造吉林省基础化工的金字招牌，不断

为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打造基础化工金字招牌
——访省人大代表、返乡创业企业家籍明元

本报记者 何泽溟

▲在分组讨论中，委员们结合自身工作，积极建

言献策。 本报记者 石雷 钱文波 王萌 摄

▲在分组审议中，代表们深入交流、发言踊跃，

现场气氛热烈。 本报记者 石雷 丁研 潘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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