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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社选出

2024

6月28日，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领导调整决

定，黄强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

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明确

“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奋斗目标。全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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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实际行动推动
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0月16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审议通

过《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实施意

见》，以9个重点专项引领带动425项改革举措。建立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整顿人参市场秩序，修订《吉林

省人参产业条例》，研发野山参智能分级辅助鉴定系统，

破解参龄鉴定难题。全力建设绵延1437公里、跨216个

边境村的G331吉林段，打造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健全

农文旅融合发展机制，优化“空心村”治理体系，有效带

动乡村全面振兴、兴边富民，努力做到“一通百通”。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制定吉林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施工图”

11月19日，省委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加强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增强文化自信”专题研讨会。出台

《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吉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进一步

增强文化自信的实施意见》。扎实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建立全省文化遗产数据库，新公布不可移动文物2544

处。印发《吉林省基本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全面

启动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和关东军司令

官官邸、丰乐剧场旧址等修缮利用。加强高句丽、渤海史及

南满铁路等研究，系统规范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展陈讲解。

启动《吉林全书》编纂文化传承工程，出版《简明吉林历史》

《守望——吉林边疆人文地理纪事》等记录吉林厚重历史的

图书。吉剧、满族新城戏推出全新剧目。成功举办第十九届

中国长春国际电影节和首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文化事业
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

2024年，全省上下万众一心战胜突破历史极值的严重洪涝

灾害，打赢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硬仗，粮食再获丰收，实现面积、单

产、总产“三增长”。粮食播种面积达到8780.7万亩，同比增加

42.3万亩，增幅位居粮食主产省第1位，实现19连增；粮食单产

达到971.7斤/亩，同比提高13.5斤，稳居粮食主产省第1位；粮

食总产达到853.2亿斤，同比增加15.9亿斤，首次跨上850亿斤

台阶，进一步巩固全国第4的位次。成立全国第一个科企共建的

“苏打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达

到3800万亩，居全国第一。全省畜牧业生产逆势上扬，肉牛屠宰

量实现翻番，由全国第11位跃升至第5位。

粮食产量首次跨上850亿斤台阶，“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吉林粮”

11月15日，我省召开教育科技人才大会，出台《吉林省教

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吉林农业大学李玉

院士团队的“食药用菌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获

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做强了中国“食药用菌芯片”，

端牢了中国“菌粮饭碗”。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挂牌

运行，结束了我省没有省实验室的局面。9月2日，长光卫星发

布世界首个高清全球年度一张图，填补国际空白。9月24日，

“吉林大学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七十五周年之际，黄大年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突出科技创新“第一动力”，我省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一

3月21日，由中国中车自主研制的中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

在中车长客试验线试运行成功，标志着氢能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

取得新突破。一汽弗迪首批动力电池装上红旗车，填补了东北地

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关键一环。松原全国首套严寒地区全钒

液流电池共享储能电站投入运行。上海电气洮南、辽源天楹新能

源两个百亿级氢基绿能项目开工，新能源产业投资突破1100亿

元。全省新增风光装机超过600万千瓦，风光装机容量达到2115

万千瓦，装机占比提升至45.8%，全年累计增量创同期历史新高。

“氢”装上阵逐绿而行，我省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实施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动，持续做大做

强冰雪、避暑双品牌。成功举办吉林省旅游发展

大会、吉林省消夏避暑休闲季暨“精彩夜吉林”消

夏演出季、世界寒地冰雪经济大会、吉林冰雪产业

国际博览会和长春冰雪节、吉林雾凇节、查干湖冬

捕节等会展节庆活动。出台《关于推动吉林省冰

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3—2024雪

季，吉林省滑雪人次达到304万人次，跻身全国第

一；在“2024—2025雪季”滑呗“全国雪场人气”排

行榜中，北大湖滑雪度假区被评为开板第一周

“人气王”。持续加强“一山两湖三江四季”旅游

IP宣传，研究制定大长白山区域、松花江流域

（吉林省段）、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三个《旅游发

展规划》。查干湖景区和嫩江湾旅游区于2024

年2月、12月相继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我省文旅市场火爆“出圈”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

被称为“东北屋脊”的长白山，再获“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

“世界地质公园”三张国际名片，着力打

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野生东北虎、豹数量从27只、42只左

右增长至70只、80只左右，实现“虎豹增

倍”。开展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工作，全省

古树数量达到70800株，最长树龄已近

3000年。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牌，我省生物多样性“家
底”愈加厚实

12月13日，吉林省开放发展专题会议召开，就

充分发挥吉林沿边近海优势，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

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部署相关工

作。11月8日，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口岸和延吉朝阳

川国际机场口岸作为吉林省通航韩国的空港口岸，

迎来首批免签政策韩国籍旅客。延吉—长白重点

开发开放试验区正式获批，重点发展旅游康养、跨

境加工物流、互市贸易等业态，打造一流的对外开

放合作平台。

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获批，吉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4月至7月，我省紧扣党纪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融

入日常、抓在经常，突出重点务求实效，高质量完成党纪学

习教育各项任务，广大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干

事创业氛围日趋浓厚。在建党103周年之际，我省召开警

示教育会议，以特殊形式纪念党的生日，要求各级党员干

部以新作风打开新局面。从省委常委班子做起，带头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2024年

下半年，省委发文、开会数量分别下降54.5%、80.8%。

高质量完成党纪学习教育，全省上下以新作风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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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吉林 热“雪”沸腾

让让““中国饭碗中国饭碗””装更多装更多““吉林粮吉林粮””

长客造轨道客车走向世界长客造轨道客车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