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我省工程施工进度加速推进，

建筑业生产活动扩张加快。全省完成建筑

业产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8个百分点。

这份成绩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奋

进密码”呢？

在长春汽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工程

项目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正加班加点施工。

目前，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长春汽开区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工程项目C地块主体结构

全部封顶。项目是集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

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建成后将极大地推

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

“企业有哪些难题？”“针对企业难题，一

事一办，要尽快尽全力解决企业问题。”……

建筑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我省千方百计为

企业纾困解忧、助力赋能的积极探索。

年初以来，省住建厅高度重视建筑业发

展，采取负责同志带队直达基层、直达企业、

直达项目指导帮扶的方式，累计调研64户建

筑业企业和55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听

诉求、建联系、解难题。强化惠企政策落实，

指导各地出台具体措施，建立《惠企政策落

实反馈清单》《企业面临困难和问题清单》，

持续助企纾困。与省委金融办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企业金融服务的

通知》，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稳定省内产值

增长。此外，实施扶优扶强战略，制定印发

了《2024年度省级重点帮扶建筑业企业名

录》,确定111户年产值超3亿元的企业为省

级重点帮扶企业，建立“一企一议”服务工作

机制，强化日常帮扶调度。

3月15日，随着旋挖钻机缓缓启动，松

长高速公路项目池西互通匝道桥全线首桩

顺利开钻，标志着松长高速公路项目进入开

工建设阶段。松长高速公路开通后，将彻底

解决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

建设者们用实际行动，建设着吉林这片

广袤大地，让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如何做大做强我省建筑业，加快企业创

新发展，“走出去”是一条重要渠道。

上半年，我省加强与江苏、广东、新疆

等地联系，推介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吉

林吉化华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吉化集团

吉林市北方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等外向度高

的本省企业出省发展。省住建厅分管厅长

带队赴广州参加“2024年内地与香港建筑

论坛”，并组织本省企业与广东省骨干企业

进行对接洽谈；赴新疆参加“中国—中亚城

市建设与建筑展暨研讨会”，深入加强省际

交流合作。建立了《“走出去”建筑业企业

台账》《省外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台账》，动态

调度、实时更新，专人包保跟踪服务，提高

省外产值贡献。

8月2日至4日，一场以“低碳、创新、引

领、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长春）现代

建筑产业博览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的材料经销商、品牌代理商、工程施工单位、

建材采购企业等专业人士参观交流洽谈。

博览会不仅展示了新型建筑业态的最新成

果，还促进了技术交流与行业合作，为建筑

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

以问题为导向，一场场论坛，一次次推

荐，为我省建筑业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碰

撞出了创新的思路。

“接下来，省住建厅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

支持本省企业发展，充分发挥骨干建筑业企

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对产值贡献前50户省级

重点企业，实行专人包保，解决企业生产经营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支持大型企业与中

小企业组成联合体投标，带动中小企业参与

项目建设，提高本省企业的产值和税收贡

献。”省住建厅建筑管理处副处长李振说。

落实惠企政策 助企创新发展
——上半年全省建筑业稳步发展解读

本报记者 聂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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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新观察

本版编辑 王立新 刘洋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深刻阐释“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意义和时代内
涵，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如今我国是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
的国家之一，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9
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申遗成功凝结
着坚持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建设文化
强国、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
不懈努力，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

要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
自然珍宝，应“保”字当头。我们需要
树立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切实
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正确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与文化和自
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之间的关系，统
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
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
护，加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监测，维护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延
续性，构建大保护格局。

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工作，应“活”态传承。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要薪火相传、代
代守护，也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文
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和自然演化
的重要载体，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
多重价值，在加强保护传承的同时，也
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
光彩。让这些重要遗产“活起来”，提
供具有时代性、多样化的文化内容供
给，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
交流合作，为世界文明增添绚丽的中
国色彩。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
闻名于世，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与各
国分享、交流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要
充分发挥这些世界遗产的独特魅力，
打造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国际文化交
流的会客厅，全面生动展现中华文明
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
献，以更加昂扬自信的精神状态迈向
新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守护文明根脉 激发时代新韵
新华社记者 罗鑫

透视我省经济“半年报”，能够清晰地看
到全省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升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持续发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推动吉林全
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
一招”。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吉林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只有用好“关键一招”，别无
他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我们要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与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再学
习、再对标、再落实，在党中央谋篇布局中知
优势，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中找差距，在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担重任，在推动吉林全
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抓落实。

要增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拿
出舍我其谁的气魄和大刀阔斧的决心，以钉
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实落地。吃
透改革精神，有的放矢、精准发力抓好改革
任务落地见效；查找问题差距，把“问题清

单”当作“改革清单”，紧盯阻碍吉林高质量
发展的问题，紧盯影响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
突破的障碍，一个一个突破，动真碰硬、久久
为功；科学制定吉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施工图”，细化研究各领域改革举措，统筹
推进各项改革任务，把握内在逻辑，区分轻
重缓急，排好优先顺序，把中央的“大写意”
变成吉林的“工笔画”。

要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
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毋庸讳言，与
发达地区相比，我省市场发育相对滞后，要
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坚持小切口、大
纵深，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真正解决“老大
难”问题，一个一个突破，改革不到位不松
手、问题不解决不罢休，努力创造更加公平、
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要持续深化国资国
企、财税金融、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确
保各项改革协调配套。要统筹推进教育、科
技、人才、产业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培育新
质生产力夯实核心要素基础。对主要矛盾、

关键症结、久拖不决的问题，要集中力量攻
坚，带动改革整体突破，推动各项改革向广
度和深度进军。

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对
内对外开放相结合，以大开放促进大改革、
大发展。要牢固树立“改革促进开放、开放
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的理念，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
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的要
求，抢抓机遇，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畅
通对外通道，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合作。
要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千方百计为企业提供一流服务、帮企业解决
突出问题，助力企业在全球抢滩登陆、勇闯
市场。

改革未有穷期，发展永无止境。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要把抓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责任，增强推进改革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永葆“闯”的精神，鼓足“创”的劲头，发扬

“干”的作风，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的
强大力量。

用好“关键一招”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本报评论员

长春航天博览园项目是长
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全新打
造的又一地标性建筑，也是长
春市发展航空航天产业的又一
重要载体。该项目集会议会
展、空天科技、生态休闲等于一
体，计划于 2025 年 5 月完成建
设。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养老服务是民生工程，关系千家

万户。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晚年，是

“家事”，更是“国事”。

我省始终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

作，并每年将该项工作纳入省委、省

政府民生实事强力推动。截至去年

年底，全省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626.83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数的

26.7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69个

百分点。我省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坚持城乡统

筹、区域统筹，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

构和互助养老相协调、医养康养文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用“一刻钟”服务圈打造
“银发族”家门口幸福

一大早，77岁的闫英哼着歌走

进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

区智慧康养中心。每天准时到这里

“打卡”，已成为闫大爷的习惯。“这就

是我们的‘幸福驿站’！跳跳舞、唱唱

歌、练会儿书法，一上午就过去了。”

说起在社区的日常生活，闫大爷赞不

绝口，“社区为我们老年人提供全方

位居家养老服务，孩子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老年生活了。”

“为切实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我们积极构

建‘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持

续加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不断

丰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内容。”据省

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袁金洪介绍，

我省已经初步构建起政府主导、市场

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格局，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悉，2022年以来，我省连续3

年将建设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列为省委、省政府民生实

事。2022年，安排5000万元资金，支

持建设56个项目。2023年投入资金

8127万元，支持102个综合嵌入式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并出台

《吉林省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标准》。截至2023年底，全省建成综合嵌入式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156个。今年，在各地申报基础上，遴选确定

47个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安排补助资金

3619万元已拨付各地。预计到2025年底，这样的综合嵌入式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将覆盖全省60%的街道和乡镇，逐步构建

起“15分钟养老服务圈”。

“我们明确要求这些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要

设置‘三区（托养区、日间照料区、多功能区）一餐厅一平台’，具

备长期托养、日间照料、文体娱乐等功能。同时，要求完善拓展

居家上门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等上门服

务。”袁金洪告诉记者，这些设施既能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长短期托养需求，又能吸引、培育社会服务组织和机构为

老年人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社区居家老年人家门口养老

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用“一餐饭”的温度守护老年人“舌尖”幸福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民生工程。以助餐服务“小切口”服务新时期

养老“大民生”，我省连续两年把推动老年助餐服务纳入民生实

事项目，尤其今年，更是把该项工作列入全省“率先突破行动”。

不到中午，记者来到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敬老

餐厅，这里已经有不少老年人开始就餐。自助选餐区，红烧肉焖

蛋、鸡蛋糕、土豆丝、炒花菜……营养菜品荤素搭配，汤、粥、小咸

菜和各种面食也供应丰富。

“这儿的菜样多，好吃又营养均衡，而且环境还好，我天天来

这吃。”“以前一个人在家吃饭，冷清、菜又少。现在一到饭点儿，

大伙儿都来，吃完还能直接到社区活动，多好！”餐桌上，老人们

赞不绝口。

据悉，2022年以来，我省安排省级资金1.2亿元支持老年助

餐服务，全省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进老年助餐服务设施建设，截

至2023年12月底，全省累计建成社区老年食堂549个，累计服

务老年人564万人次。今年，确定目标任务为新建改建合作助

老餐厅和助餐点1300个，截至6月底，已启动实施1201个，占任

务总数93%；建成并投入运营240个，占任务总数19%。通过近3

年来的扎实探索，有力推动了我省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

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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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8日讯（记者刘姗姗 实习生吕
佳航）今天，沿边境运行观光班列“东北亚长

旅号”在珲春首发，它的开行将成为连接中

俄朝三国旅游的新名片，推动我省边境旅游

快速发展。

“东北亚长旅号”旅游观光班列是东北

亚铁路集团联合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携手长

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国际

旅游观光客运列车。目前开行的“东北亚长

旅号”1号线班列主要沿图们江中朝俄边境

运行，沿线经过国家级森林公园、图们江江

湾等特色景观，全程共68公里，预计运行时

间3小时。该班列共有8节车厢，车内装修

以俄罗斯宫殿风格为主题，并有俄式西餐作

为车载套餐。同时，旅途中还有中俄大学生

文化交流活动，使乘客在欣赏中朝俄三国风

光的同时，领略别样的文化体验，为旅程平

添一抹独特的异国风情。

“‘东北亚长旅号’旅游观光班列将依据

规划，逐步开行1-6号旅游观光线路。”东北

亚铁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长春大学旅

游学院副董事长张海涛表示，“东北亚长旅

号”在未来还将与既有国际邮政专列相衔

接，通过跨境电商、综合保税新平台提供更

多优质国际商品和全新的购物、美食、娱乐

体验，为中外游客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旅游

选择。

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田云鹏表

示：“‘东北亚长旅号’作为吉林文旅的新产

品，以边境旅游的新模式、珲春口岸经贸合

作的新通道承载着吉林文旅的新篇章，它将

吉林的秀美风光与独特文化带向更广阔的

世界舞台，进一步拓展我省旅游的国际影响

力与市场版图，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喜欢

吉林，爱上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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