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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2月2日早上4点多，天还没亮，吉林市

永吉县金家满族乡伊勒门村的刘大娘已经在

家里忙活起来了。

“我们早早就为今天的百家宴做准备了，

提前一天把菜买好，一早起来就开始做。今

年我们精心准备了12道菜，都是自己创意设

计的。”刘大娘边做边向记者介绍，“这道菜叫

‘发财树’，寓意2024年大家发大财；这道叫

‘团团圆圆’，春节临近，子女们都回家过年，

和和美美大团圆；这道叫‘花开富贵’，期待春

天来临，万物生长，今年有个好收成；这道叫

‘柿柿如意’，寓意新一年大家一切顺利……”

上午9点48分，伴随着村党支部书记沙志

勇的“剪彩”，一年一度的伊勒门村百家宴活动

正式开始。“春剪头，夏剪尾，秋冬剪分水，开

宴！”一声令下，村部群众活动中心变成了宴会

厅，100多名村民齐聚一堂，你一道菜，我一道

面点，共享佳肴，热热闹闹预热龙年新春。

“咱们村的百家宴已经连续办5年了。

每次大家都一起动手下厨，今年做了200多

道菜品，村民们共同品尝美味、分享喜悦，可

以说是百姓一家亲、大家成一家。”村干部张

树仁介绍道。

百家宴吃得美味、吃得热闹，一旁的文娱

活动也是精彩纷呈。舞蹈《村花》《赶大车》、

二人转扇子舞、非遗手撕画、诗朗诵《伊勒门

文化的瑰宝》、三句半《咱村里的事儿》、情景

剧《回忆过去 展望未来》等众多村民自导自

演的特色节目络绎不绝，大家载歌载舞，共祝

祖国繁荣昌盛，感恩幸福生活。

满 族 村 里 的 百 家 宴
本报记者 李婷 丁美佳 冯荟羽

本报讯（记者李铭）第二批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通化市东昌区坚持察实

情、务实事、求实效，把开展主题教育

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突出实

践导向，不断破解难题，以高质量发展

成效检验主题教育实效。

“在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

产制造基地建设中，东昌区各职能部

门主动对接，精准服务。2023年，公

司共收购18个药品品种文号，部分文

号已经投入生产，产生经济效益1.2

亿元。”吉林万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王海涛说，得益于高效

贴心的服务，基地建设发展顺利。

瞄准高质量发展，在优化营商环

境上谋实招，通化市东昌区深入开展

“服务企业年”活动、“政银企”对接活

动和政策“润苗”等行动，组织党员干

部走访80余户企业，“一企一策”帮助

企业疏通17个堵点卡点，为全区企业

减税降费3.2亿元。

“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我们推

动11家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关

系，协调银行贷款1亿元，为万通、茂

祥、正和等企业争取科技资金500余

万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通化市

东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秦嘉遥

说。

连日来，通化市东昌区人民医院

异地新建项目冬季不停工，正抢抓工

期，推进建设进度。项目施工负责人

焉永春告诉记者，施工建设中，东昌区

发改局出台多项扶持举措，为项目做

“助手”、当“管家”，保障审批、人员、资

金等各方面要素，全程优化服务效能，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94%。

在推进项目建设上务实功，区级

领导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深入

项目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出台《重点项目清单》，推动项目

快建快投。

“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我们采取

专班推进、现场办公、督促指导等方式，帮助项目单位协调重

难点问题40项。2023年，25个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全部

如期开复工。”通化市东昌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隋鑫说。

与此同时，在推动招商引资上出实绩，通化市东昌区做好

“域内调研”基础上，不断扩大“域外调研”路径，聚焦优势产

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党政主要领导专程赴北京、上海等

10余个省市对接企业60余户。2023年，引进省外资金73.54

亿元，签约亿元以上项目9个。

在推动产业发展上求实效，制定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成立11个专班，协同推进医药健康产业稳

步提质，2023年医药健康产业实现产值25.5亿元。精心推出

“冰雪新地标”“康养冰雪”等冬季精品文旅产品，开展全民上

冰雪体验系列活动，打造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想再来的东昌

旅游品牌。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通化市东昌区千方

百计强产业、优环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探索

出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有效途径，切实将主题教育激发的

热情干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通化市东昌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海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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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3日讯（记者李梦溪）今天上午，省美术家协会

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省的179名代表参加

会议。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美协理事、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秘书

长高岭作的题为《守正创新 精业笃行 奋力开创新时代吉林美

术事业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2014年以来

第七次代表大会取得的工作成绩。大会修订了新的《吉林省美

术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省美术家协会第八届主席团，王

建国当选为主席。王辉宇、刘向久、刘兆武、曲鸽、陈华、陈思、

张群、赵经武、高岭当选为副主席。聘任易洪斌、王晓明为名

誉主席，聘任高岭为秘书长，并为艺术顾问颁发聘书。

第八届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建国表示，将与全省广大美

术工作者一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干，守正创

新、奋楫笃行，引导创作更多契合主流价值取向、引领社会风

尚、反映社情民意、催人奋进的优秀美术作品，加快推动吉林

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发展道路。

省美术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王建国当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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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2023年，我省着力强化政策激励，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我省投资贸易促进行动

方案》，全面落实《关于加快推进我省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支持出口

基地开展国际营销、品牌推广、创新研发等转

型升级行动。2023年全年，省商务厅全年共

组织18个外贸团组，带领千户企业出海接

单。

助力企业“出海”，政府“保姆式”的服务

不止于此。

2023年，我省召开吉林省重点外贸企业

座谈会，落实落细稳外贸系列政策措施；举办

外贸企业汇率避险及融资需求对接会、外贸

业务培训班，帮助中小企业快速便捷开展外

贸业务；开展汽车及零部件国际市场开拓专

项行动，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政府服务持续，企业信心满满。

2023年，民营主体快速发展成为我省外

贸“成绩单”上亮眼的一笔。2023年，全省有

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1952家，比2020年增

长14.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达到

33.9%，较2020年提升13.6个百分点。

新业态加速发展

2023年，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发展，为全

省外贸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以跨境电商为

代表的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我省外

贸转型发展的现实凭借。

近年来，我省长春、吉林、珲春、延吉4个

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相继获批，跨境电商

平台建设规模已显。

网红主播卖力直播、通宵达旦；后台人员

密切配合，扫描、查验、分拣、打包货物，一刻

不停……2023年的“双11”“双12”已经过去，

但对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工作人

员来说，“大促”期间的忙碌和收获，仍是这一

年中印象最深刻的事。

珲春依靠区位优势，正全力打造东北亚

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新高地，本地跨境电商产

业成绩亮眼。而这，恰是我省跨境电商产业

蓬勃发展的一个代表。

2023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53.2亿

元，增长88.9%；保税物流进出口97.6亿元，

增长104.2%。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市场采购

贸易、互市贸易商品落地加工、出口加工复进

境、二手车出口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相继启

动实施，全省外贸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

动能澎湃，势头强劲，未来可期。省商务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省将聚焦“加

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总

体部署，创新举措、强化服务，全力育主体、建

平台、拓市场、畅通道，推动全省外贸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

新 市 场 新 平 台 新 业 态

（上接第一版）
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在白山松水的

冰雪世界里挥洒汗水、挑战自我，展现了冰

雪运动爱好者不畏严寒、不屈不挠的体育

精神，大美吉林的冰雪运动掀起了又一次

高潮。

在封冻的冰面上举办大规模赛事，首先

要排除的是安全隐患。“办赛之前，我们对赛

事风险进行了细致评估。”省体育局副局长刘

琦介绍，由于这是国内第一次在松花江冰面

上设置如此规模的赛道，没有经验可循，为此

主办方聘请多位知名专家在赛段先后4次探

冰，确认整个冰层平均厚度达到办赛要求之

后才实施赛道建设。

赛事筹备期间由于昼夜温差较大，风

口处冰面凸凹不平、部分冰面裂缝足有

两指宽……这些都是冰上滑行的障碍。为

了让赛道光洁平整，赛事开幕前的 15天，

来自全省各地室外冰面作业人员夜以继日

地对赛道进行打磨维护，就连专用于室内

冰场的专业浇冰车也开到了松花江上。“这

是我滑过的最平整的室外冰面。”45岁的梅

河口选手蒋伟丽在赛后点赞。从凹凸不平

的冰面到平整如镜的“冰上巨龙”，赛道的

建设者在松花江江面上创造了“冰上奇

迹”。

“这是独一无二的赛场，这是国内冰雪运

动的首创。”担任滑冰马拉松赛事裁判长的赵

伟昌说，在冬奥赛场，速度滑冰项目的最长滑

行距离才 1万米，此次选手们需要在长度

10.5公里的天然冰面赛道上滑个来回，相当

于半马距离，这不仅是国内属于首创，在国际

上也非常罕见。

首届中国·吉林松花江滑冰马拉松挑战

赛暨2024年全国全民健身大拜年主会场活

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冰雪

运动和冰雪产业的决策部署筹，划举办的冰

雪运动赛事，赛事采用“1+10+10”模式，即以

1项滑冰马拉松为主体，同步开展10项冰雪

体育赛事和10项冰雪体验活动，打造松花

江冬季全域冰雪赛事嘉年华。在赛事活动

期间，两项崭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靖宇县

诞生，为我省推广和普及群众冰雪运动掀起

了新高潮，也让“吉地过年 吉祥如意”深入

人心。

来自喀麦隆的参赛选手王力是第一次参

与冰上龙舟比赛，他觉得十分新鲜，同样让他

新奇的是举办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早上

我出去逛了逛，这里冬天的景色非常漂亮，赛

后还要好好转一转，体验下中国东北过年的

感觉。”王力说。

赛事全面打响的同时，“松花江上·雪谷

市集”过大年文旅项目也同步启动，这无疑是

一次深入了解吉林地域文化、感受吉林冰雪

魅力的绝佳机会。“体育+”在这场冰雪盛会中

也得到深度融合，白山市文广旅局局长王文

江表示，白山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本届赛事

及相关活动，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任“双组长”的赛事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综合协调、服务保障、接待服务、新闻宣

传、安全保障五个工作小组。在赛事筹备期

间，落实组织协调“一盘棋”，机制规范“一把

尺”，推进调度“一张网”。为推动“赛事+文

旅”融合发展，以赛事活动提升白山文旅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结合“吉地过年 吉祥如意”主

题活动，谋划了系列文旅产品，让每一名到白

山的参赛选手尽情感受冰雪、温泉、漂流、民

俗带来的极致体验。

为了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我省以打造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以体育赛事为媒，推动体

育与文化、旅游、美食、娱乐、节庆、商务等多

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推广和普及群众冰雪

运动，掀起群众冰雪运动新高潮，让游客们体

验“松花江上过大年”的乐趣，进一步推动吉

林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赛者一路点赞，游客们处处打卡，吉林

这张晶莹剔透的冰雪名片传向四方……

“ 冰 马 ”驰 骋 “ 热 雪 ”沸 腾
（上接第一版）

汽车产业的未来属于新能源。2024年，中国一汽展现出

更强大的产业链条，更丰富的创新能力，牢牢把握新能源汽车

产业机遇。

2月2日，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正式投产。

项目按三期45GWh产能规划，每期建设15GWh，全部投产后可

为近60万辆汽车配套刀片电池，预计年产值达200亿元。产

品首先配套一汽红旗、一汽奔腾新能源车型，并探索应用于中

国一汽旗下更多乘用车乃至商用车新能源车型。

在关键技术领域，一批全新自研技术成果将应用于红旗

车型，基于FMEs“旗帜”超级架构两大技术平台——电动平台

HME 和智能平台 HIS 的全新新能源产品即将推出；红旗

4GC20TD混动专用发动机及HDU28混动系统”，将应用于“红

旗”后续新产品。

产销同步发力，创新全面跃升，品牌势能向上，项目推进加

速。2024年，中国一汽以昂扬奋进的姿态迎来“开门红”，奔赴

“全年红”，全速行进在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做强民族汽车品牌

的道路上。

迎“开门红”拼“全年红”

2月3日，小年刚过，首届中国·吉林松花

江滑冰马拉松挑战赛暨2024年全国全民健

身大拜年主会场活动的雪谷市集里音乐声、

叫卖声此起彼伏，赶“大集”的游客接踵而来，

人潮涌动，依旧火热，游客达到2万余人。

521米长的鱼跃龙门大滑梯十分受欢

迎，门前已经排出了长长的队伍。“虽然要爬

上近20米高的滑梯起点，但是这么长的冰滑

梯还是第一次见，必须体验。”已经排队30分

钟的王先生一家人对大滑梯势在必得。

再往雪谷市集里走去，烧烤的香味从专营

特色美食的木帮部落飘出来。部落里，人头攒

动，原来大家都被美食吸引来，大肉串、小烧

烤、糖葫芦、粘火勺……吃不完的美食。人参

泡酒、蓝莓果干、特色山货等农特产品深受游

客的喜欢，纷纷买回家当作过年礼物送亲戚。

尖叫声从松花江面传来，冰面气垫船漂

移体验区，游客坐在“八爪鱼”气垫船上，紧紧

抓着安全带，随着汽车的启动，“八爪鱼”在冰

面上肆意漂动，紧张又刺激。

“雪谷市集带给我太多第一次：第一次在

冰面上漂移、第一次体验又高又长的大滑梯、

第一次欣赏到如此美丽的雪景、第一次体验

东北过大年赶大集的热闹。”来自南方的刘女

士表示收获满满。

雪谷市集也是打卡拍照，出“大片”的地

方。在这里有着166条锦鲤的鱼跃龙门祈福

墙、周长299米的红色文化雪雕群、与狍子等

萌宠亲密互动的萌宠欢乐谷……游客不停地

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松 花 江 上 过 大 年
本报记者 金泽文

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时值北方小

年，由吉林日报社和海西晨报社联合举办的

小记者吉林研学行活动走进一汽-大众汽车

有限公司。在这里，来自厦门的“小白鹭”们

领略到了北国春城——长春作为国际汽车城

的汽车文化魅力。

上午9点30分，小记者们乘坐的大巴车

准时抵达一汽-大众总装车间门口，一汽-大

众工作人员热情地拉着“小白鹭”们的小手走

进了温暖舒适的车间。

车间内，一辆辆敞篷游览车已在此等候

多时。不一会，小记者们就纷纷登上游览车，

兴奋地期待着“汽车之旅”的开始。

“小记者们，请大家坐稳扶好，我们马上

出发！”讲解员李雪松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位

向身后的小记者们招呼着。“一汽-大众于

1991年2月6日成立，是一家合资经营的大

型乘用车生产企业，是我国第一个按经济规

模起步建设的现代化乘用车生产企业。”行驶

途中，李雪松讲解道，“目前，我们所处的车间

是一汽-大众总装车间，这里平均每隔99秒

就可以下线一辆汽车。”

“我家的车就是一汽-大众的。”“原来奥

迪也在这里生产呀”“这里真先进，像科幻世

界一样”……看着车间内的大型流水线、机械

臂和正在装配过程中的汽车，小记者们入了

迷，拍照记录的手机一刻也没有放下。

游览车经过之处，一辆辆运送汽车零部

件的“小车”吸引了小记者们的注意。“它们是

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能自动避开我们呢？”

好奇的小记者们向讲解员询问。

“它们是自动导引搬运车，英文名叫‘AGV’。

它们可是无人驾驶的，能够按照设定好的程序

运送、装卸货物，而且能够智能躲避障碍。你

看，它们从来都不会和我们撞车。”李雪松说。

“您在如此先进的车间里工作有怎样的

感受？”小记者黄月亮提问。“我今年33岁了，

在一汽-大众已经工作了10年。看着它一点

一点地成长与变化，我感到非常欣慰与自豪，

这里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黄月亮一边认真

倾听李雪松回答，一边用手中的笔飞快地在

笔记本上记录着。

结束了总装车间的行程，第二站小记者

们来到了奥迪质保部整车分析测量间。这里

是保证汽车零部件产品尺寸精度与整车质量

的重要场所。

一进入测量间，测量员杨光明就召集小

记者们在一张“课桌”前集合“听讲”，21名小

记者瞬间将“课桌”挤满——这里变成了一堂

生动活泼的“汽车知识课”。

“据统计，全球汽车产品质量问题很多是

由尺寸偏差造成的，汽车的风阻、油耗与噪声

都与产品尺寸精度有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匹配分析与测量的重要性。”杨光明用图文并

茂的课件为小记者讲解着，“目前，一汽-大众

在测量技术上形成了高标准、高投入、高技术

和全覆盖的‘三高一全’优势，产品尺寸标准

以微米为控制单位，车身监控点有数万个。”

杨光明表示，“高投入是一汽—大众匹配

分析测量间的一个显著特点，在长春、天津、

青岛、成都、佛山5个基地内，我们投入了大

量人力物力，来严格保障产品的尺寸质量。”

随着“小课堂”的结束，小记者们竟纷纷

向今天讲解的两位“老师”要起了签名。一

时间，李雪松与杨光明两位老师周围像明星

一般挤满了“粉丝”。小记者们拿出提前准

备好的笔记本，请两位老师写下吉林长春与

一汽-大众的独特留念。

一次深入工厂的“汽车小课堂”
——厦门小记者吉林研学团走进一汽-大众见闻

本报记者 何泽溟 邱国强 叶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