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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地 过 年吉 地 过 年 吉 祥 如 意吉 祥 如 意
——全省各地年俗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陶连飞）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

到，2023年全省有资金到位项目2766个，到位资金

同比增长34.82%，全力保持招商引资稳定增长态

势，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3年年初以来，省商务厅紧紧围绕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更大力度引企业、

落项目、扩投资、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位推动，聚力招商。2023年，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带队密集“走出去”，赴沪浙苏皖、津鲁粤开展经

贸交流活动，深化汽车、现代农业、新能源等领域务

实合作。落实省级领导分片招商、专业部门定向招

商机制，省领导分别带队赴浙、鲁、湘、京、黑、蒙等地

考察对接，组织召开座谈会、推介会、对接会，推动央

企再布局、民企大发展、外资快涌入。与此同时，各

地党政“一把手”带头落实招商主体责任，一对一洽

谈、点对点对接，推动一批新项目签约。全省上下形

成了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发展的浓厚氛围。

招大引强，动能集聚。2023年，我省纵深推进

“五个合作”，持续提高开放合作水平，紧盯长三

角、京津冀、粤港澳等重点区域，加快推动区域合

作走深走实。紧盯世界、中国、民企500强及央企、

行业领军企业等重点企业，紧盯我省支柱、优势和

新兴等重点产业，全力推动一汽—格拉默新汽车

座椅、吉林龙潭区年产2万吨聚苯乙烯深加工等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落位投产，加快产业链式发展、集

群发展、融合发展。

平台支撑，提质增效。2023年，我省全力搭建

投资走进吉林平台，充分释放吉林扩大开放开发、

高质量发展的信号。 （下转第二版）

引企业 落项目 扩投资 兴产业

我省去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34.8%

吉林的冬天到底有多惊艳？

吉地过年到底有多喜庆？

“大花棉袄，冰糖葫芦，冻

出的大鼻涕，还有热乎乎的饺

子汤……体验了好多以前没体

验的。”第一次来东北过年的南

方姑娘，对着长白山大喊，“长

白山，我来啦！”

龙年春节，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慕“长白天下雪”之名纷至沓

来，我省的冰雪旅游也迎来了“开

门红”。据OTA平台数据显示，春

节假期，全国冰雪旅游热门目的

地前十名中，吉林省有4地上榜，

分别是长春市、白山市、吉林市和

延边州。

在吉林万科滑雪度假区，雪

道上人影绰绰，欢声笑语此起彼

伏。来自南方的游客张先生兴奋

地表示：“早就听说吉林的冰雪景

观非常壮观，这次趁着春节特意

带着家人来感受一下。这里的

雪质非常好，滑起来特别过瘾！”

像张先生这样的家庭游客不在

少数，他们或在雪道上驰骋，或

在雪地里嬉戏，享受着冰雪带来

的快乐。

据悉，从新雪季开板截止到2

月7号，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接待游

客已突破 52万人次，同比增长

56%。“春节期间预计接待游客10万

人，每天平均接待约1.5万人。”万

科松花湖市场营销部总监黄钟锐

介绍说。

除了滑雪场，我省的冰雪节

庆活动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

点。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主题游

园洋溢着喜庆气氛，《西游记》中

的经典人物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游

园队伍，带领游客共庆新春佳

节。火爆全网的“雪饼猴”妙语连

珠，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欢笑

声。

在长白天地度假酒店大堂，工作人员正忙得热火朝

天。“春节期间的酒店预订情况也非常好，大概一个月前，我

们的房间就全部预订完了。”长白天地度假酒店副总经理邹

蓥鑫笑着对记者说，“今年冬季，我们酒店的入住量比往年

增长了一个量级，入住率甚至比长白山传统的夏天旅游旺

季还高！”

滑粉雪、赏雾凇、戏冰灯、泡温泉、观民俗、过大

年……我省推出的长白山粉雪小镇、江上游船赏雾凇等73

项冰雪旅游新产品，866项“欢欢喜喜过大年”系列春节主题

活动，让“冬季到吉林滑雪”“吉地过年”等旅游品牌被越来越

多的人认可。

2月10日，正月初一。辽源市东山体育公园超级碗体育

场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悦动辽源·冰雪吉D”欢欢喜喜

过大年文艺演出在这里精彩上演，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四平

市英雄广场相继开展“欢欢喜喜过大年”文化惠民演出、“迎春

纳福”秧歌大赛，城市烟火升腾。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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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梦溪）流水的节目，铁打的“吉歌”！作为

春晚“常青树”，今年，吉林市歌舞团再一次出现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电视荧屏上，创造了连续27

年登上春晚舞台的记录。

吉林市歌舞团团长冷明宇多年来一直带领“吉歌”征战

春晚。他说，“吉歌”这次承担了开场歌舞、戏曲节目《百花

争艳》《健康到到令》、民族联唱等8个节目的舞蹈部分，总体

感觉风格很时尚、青春，依然是零失误的完美呈现。

成功的背后是90多人的“吉歌”团队全力以赴的艰苦付

出。从2023年11月底，“吉歌”团队就进入春晚排练场开始

了为期70多天的封闭式排练。队员们每天9点开始训练到

半夜，有时要到凌晨2点。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节目编

导随时可能修改，大家就要重新排练，就得加班加点，每天

连续不间断练习的时间接近8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吉歌”不仅承担了戏曲节目《百花争

艳》的配舞，冷明宇还担当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这个整台晚

会唯一的戏曲节目是京剧、豫剧、川剧、越剧等剧种的串烧，

由青年京剧大会走出的京剧演员、网红越剧演员和地方戏

优秀演员共同演绎。1981年开始，学习过评剧的冷明宇把

舞蹈融入到戏曲声韵之中，为不同剧种设计了不同表现风

格。在短短11分43秒的时间里，将我国戏曲艺术瑰宝的美

极致呈现，满足了全国戏迷的期待，也得到老戏曲艺术家的

高度认可和反馈。

作为国家一流歌舞团，“吉歌”多年来承担了国家多个

大型活动和晚会的配舞任务。对于“吉歌”如何管理，冷明

宇称，他就是工作上军事化管理，生活上人性化管理。而

“吉歌”队员也都把“上春晚”这“艰苦又兴奋”的经历视为财

富和荣誉。冷明宇说，无论多累多难，只要观众还需要“吉

歌”，“吉歌”就当仁不让，全力以赴完成好每项任务。

完美呈现8个节目配舞

“吉歌”第27次登上春晚舞台

“被‘吉地过年’的吉祥吸引，来到通化

后又被这里的冰雪、年味、仪式感，以及东北

人的豪爽和热情好客所征服。这个春节真

是惊喜连连。”来自广州的王玥和家人在万

峰通化滑雪度假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冰雪

新年。

在通化，“吉地过年”，是乐享“冰雪之

城”的热“雪”沸腾和冬日狂欢，是民俗年味

带给人们的别样仪式感。

这个春节，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吸引了

大批国内外游客“打卡”，人气火爆。大家畅

滑粉雪、欢享冰雪运动的无穷乐趣，在包饺

子、赏烟花、嗨翻电音节等精彩纷呈的沉浸

式跨年活动中，迎接新春的到来。

“滑雪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运动。通化冰

雪资源好、滑雪场规模大，粉雪静风，所以今

年特地选在这里滑雪过年。”来自深圳的滑

雪爱好者马超脚踏雪板，尽情享受滑雪运动

带来的畅快体验。

这个春节，冰雪童话般的万峰通化滑雪

度假区内，随着一簇簇耀眼的烟花腾空绽

放，浩瀚夜空瞬间漫天华彩。度假区酒店

内，跨年猜谜、包饺子、抽红包等活动轮番上

演。特别增设的饺子专区里，来自天南海北

的人们围在一起擀皮、和馅，一边包饺子，一

边交流滑雪经验、畅谈新年期许。

“我们从杭州来，特地来感受一下东北

的年味，太开心了，跟在家过年的感觉是不

一样的。今晚又和这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

聚在一起包饺子，孩子也觉得东北过年特别

热闹。”换个方式过新年，杭州游客刘东萍直

言不虚此行。

白天，滑雪爱好者们在银装素裹的雪场

上尽情“炫技”显身手；晚上，大家吃着亲手

包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和陌生的朋友们一同

守岁，欢声笑语不断。 （下转第二版）

在“滑雪之乡”开启冰雪新年
本报记者 李铭

在巨大的福字前打卡拍照，寓意新的

一年里福气满满；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各

式各样的美食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超长滑

梯、雪地摩托、冰上碰碰车，欢声笑语响彻

松花江……

吉地过年，吉祥如意。2月10日，正月

初一，在白山市靖宇县雪谷市集里，满是大

红的灯笼、喜庆的春联，秧歌声、叫卖声此起

彼伏，松花江上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踏着皑皑白雪，徜徉其中，人们扭着大

秧歌，唱着二人转，感受着原汁原味的东北

年味儿，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欢快的笑容。

“大秧歌、二人转太有感染力了，让人不

自觉地就跟着跳起来、哼起来，松花江上赶

大集真好玩，让我好好体验了一把东北过大

年的欢快劲儿。”来自天津的游客郑先生跟

随秧歌声又欢快地扭了两下。

作为雪谷市集的王牌冰雪项目——长

521米的鱼跃龙门大滑梯十分受欢迎，等候

区内早早排上了长长的队伍。在大滑梯上，

不仅可高空眺望松花江美景，还能乘雪圈感

受“鱼跃龙门”的速度与激情。雪地摩托、冰

上碰碰车、漂移“八爪鱼”等冰雪体验嘉年华

活动同样夺人眼球，让远来的游客在松花江

上尽情体验冰雪的魅力。

166条锦鲤的鱼跃龙门祈福墙、周长

299米的红色文化雪雕群、108个雪人组成

的甜蜜雪人谷、浪漫的樱花树、金黄的发财

树、火红的枫叶树……成为游客必须打卡拍

照的地方。

在专营特色美食的木帮部落里，炊烟袅

袅、人头攒动，大肉串、小烧烤、糖葫芦、粘火

勺……人参泡酒喝一口、蓝莓果干尝一尝、

特色山货买一买，场面十分热闹。

“这里的美食美景、有趣刺激的冰雪体

验项目，让我觉得在松花江上过大年太有意

义了。”从大连赶来游玩的王女士深感不虚

此行。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雪谷市集里灯火

璀璨，游客意犹未尽。雪谷蹦迪、打铁花、烟

花秀依次上演，更把松花江上过大年的欢快

气氛推上了高潮。

松 花 江 上 年 味 儿 浓
本报记者 金泽文

2月9日，农历除夕。天刚擦亮，居住在

龙井市的78岁朝鲜族阿迈（朝鲜族对年长

女性的尊称）崔艺银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哼

着小曲为回家过春节的晚辈们准备年糕汤。

“我们朝鲜族过年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

喝年糕汤。年糕汤是用大骨头熬制的，里面

放上年糕片、牛肉丝、蔬菜，炖出来的汤又香

又醇。”崔阿迈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

白色、圆圆的年糕象征着朝鲜族是白衣民

族，要崇尚光明，也有教导下一代清清白白

做人的寓意。锅里的年糕汤渐渐地飘出了

香味，门外传来汽车声，笑容瞬间溢满了崔

阿迈的脸庞。她三步并成两步小跑到门外

迎接回家的孩子们。“奶奶，新年快乐！”“你

们回来啦，快进屋喝年糕汤，刚煮好，还热乎

呢。”

孩子们放下手里东西，来到厨房喝起

年糕汤。崔阿迈的孙子李承浩赞不绝口：

“奶奶，年糕汤好好喝，还是熟悉的味道。

去年我们一起做的打糕很好吃。今年，我

还想做打糕。”说干就干，李承浩挽起袖子，

熟练地将糯米洗净蒸熟后，再把热腾腾的

糯米盛到木槽中，挥舞木槌，一下一下地捶

打着。一个小时后，崔阿迈把打糕盛出，切

成块，把黄豆炒熟碾成豆面，加入适量白

糖，均匀地撒在打糕块上，随手拿起一块递

给李承浩：“快尝尝，今年你做得打糕味道

咋样？”“香甜可口，吃起来比去年更筋道、

更香糯，以后家里的打糕都由我来做。”李

承浩自豪地说。

“千槌万槌落木槽，千捣万碾成‘打

糕’”，这飘荡在屋里的醇香，引人垂涎。崔

阿迈笑着说：“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做打

糕，代表着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高，幸福指

数也一年比一年高。我们现在的生活，天天

像过年。” （下转第二版）

幸 福 生 活 年 年 高
本报记者 张敬源

“在新春‘第一滑’里迎接

农历新年。”这是许多外地雪

友早早赶到吉林市的共同心

愿——滑雪迎龙年。

吉林市共有高、中、初级

雪场8家和一处四季雪洞。全

市共有雪道 129 条，总长度

130公里，相当于长吉高速公

路长度的1.5倍。春节前夕开

始，吉林市各大雪场纷纷推出

系列活动，诚邀全国各地的游

客来“雾凇之都、滑雪天堂”过

大年，在冰雪运动中感受别样

的中国年。

上海雪友孙小罡是大四学

生：“我已经连续3年来这里滑

雪，每次都有惊喜。这里雪道

种类多，体验很好。尤其今年

这里有‘在读大学生免费滑（日

场）’的优惠，每天只需20元保

险费用，感觉好玩又实惠。”

来自陕西西安的刘子暄

是一名旅游博主。他在1月29

日就到了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2月3日参加了度假区组织的

雪地追逐赛，还拍了南楼山的

日出。春节期间他除了滑雪，

还拍了很多东北年俗的场景：

“在这里过春节，真是丰富了

我的阅历。我要把我看到的、

感受到的都分享给我的亲人

朋友，希望他们有机会来这里

亲身体验。”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策划打造了“龙腾中国年 欢聚松

花湖”春节系列活动，从除夕到初八，每天呈现不同主题活

动，包括雪地舞龙舞狮表演、热雪电音派对等，为游客提供

丰富的度假休闲体验，让游客既能享受滑雪的畅快，又能

感受“吉地过年、吉祥如意”的东北文化。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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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第十四届吉林（长春）冬季农业博览会张灯结彩，花香满

园，成为市民们春节出游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