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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互联网
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答记者问

加力冲刺，全力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专访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相关负责人

谁 把 世 界 带 入 “ 乱 纪 元 ” ？

霍尔木兹海峡：

关 还 是 不 关 ，这 是 一 个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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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往北，夏日的鸭子河畔

满目青翠。三星堆博物馆新馆造型

如河边起伏的三座土丘，静静守望数

千年前的古蜀文明。

2023年 7月 26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里考察，对三星堆博物馆新

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

考古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

敬意。殷切的鼓励，令我们由衷感

受到总书记对考古的高度重视、对

我们的亲切关怀。”三星堆研究院

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

雨说。

走进新馆展厅，仿佛穿越到一个

奇崛瑰丽的梦幻时空。

“通天神树”上，金乌栖息、游龙

蜿蜒；青铜纵目面具，凸眼巨耳、神秘

庄严；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排列

如阵、气势恢宏……

器以藏礼，物以载道。总书记

感慨系之：“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

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

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

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

证。”

来到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玻璃幕墙后的文保修复

工作区。从事文物修复工作数十年

的“大国工匠”郭汉中，至今难忘同总

书记当面交流的一幕幕。

“总书记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

掘出土的青铜神坛底座前驻足端详，

询问起这件繁复精美器物的修复过

程。我告诉总书记，修复这件器物至

少得一年，总书记感叹‘这个工作不

容易！’，勉励我们发扬慢工出细活的

精神，慢慢来，久久为功，搞成一件是

一件。”郭汉中说。 （下转第七版）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期待着更长的中华文明的发现发掘”

新华社记者 徐壮 童芳

我是小松子，一颗怀揣着看世界梦想的

小松子。我的故事，要从吉林这片充满生机

与希望的土地说起。

很久很久以前，一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把

我轻轻埋进土里，长白山区的广袤山林为我

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空间，这里原生态的自然

环境、肥沃的土壤、适量的水源、适宜的温度

和光照，造就了我特有的品质。

斗转星移，大地的脉搏伴我成长。当树

叶的沙沙声响起，我知道，这片红松林的承包

人老曲又来了。盛夏时节，他的任务就是帮

我们做好防虫害工作。看着我们长势喜人，

老曲嘴里忍不住念叨：“真不错，又是个丰收

年！”

当秋风拂过山林，松果逐渐裂开，这是收

获的信号。

经验丰富的采摘工人会在这个时候娴熟

地爬上高高的松树，将成熟的我和小伙伴们

采摘下来。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需要工人

具备一定的技巧和勇气。

初筛、打包、装车，从抚松到东丰，是我第

一次出远门。在中国·东丰松籽食品产业园

现代化生产车间，脱壳、去污、烘干全流程自

动化，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迎来了华丽变身。

清洗机里，我们被水流冲洗得干干净净，

去除了表面的灰尘和污垢。X光筛选机则像

一双双锐利的眼睛，精准地挑出空壳和不合

格的松子，只有像我这样饱满健康的果仁才

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在生产线上忙碌着的李延华今年59岁，

与松子结缘多年，“原来在老厂干，企业搬进

产业园后，我也跟着过来了。虽然松子加工

是个季节性产业，但有订单我们就开工，今年

1月份到现在，一直没休过。这活不累，一个

月还有3000多元的收入，挺好。”

听产业园运营方、吉林慧谷食品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隋成宇说，产业园与“三只松鼠”

达成了合作，今年11月就要投产，这是“三

只松鼠”在东北地区唯一一座供应链超级工

厂，主要生产开口松子、榛子和松子果仁，产

品将走入国际市场。不知道，身为原材料的

我们，谁能有幸成为这家大企业严选的幸运

儿呢！

听到这，我不禁好奇，是什么样的吸引

力，让坚果行业的头部品牌也来此投资？

“产业园地处全球最大的松子加工集散

地，项目主要有生产加工、质量检测、保税仓

库等十大功能区。2024年实现年产值11亿

元，同比增长1.4亿元。进出口额3亿元，带

动就业1300余人。”从一片耕地发展到如今

的规模，隋成宇亲历产业园拔地而起的全程，

展望未来更是满怀期待，“园区入驻企业都是

在果仁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厂，产品出口

至欧洲、澳大利亚、美国、中东等国家和地

区。‘三只松鼠’入驻后，产品包装上都会标明

产地来自吉林东丰，品牌的带动不可小觑，到

时候，我们吉林果仁产业品牌化建设进程会

跃上新的台阶。”

距离东丰县20多分钟车程，梅河口市

高新区果仁产业园稳稳伫立。很多像我一

样的小松子，在此短暂落脚，经深加工后，发

往全球。

虽然既不通江，又不达海，但凭借持之以

恒的魄力，历经40多年的运作和积累，果仁

产业已经成为梅河口市四大主导产业之一。

如今，梅河口市年加工松子能力20万吨，果

仁成品量约10万吨，占全国产量的70%左右，

丰收年可出口近万吨左右成品仁，出口创汇

人民币近15亿元，占全国同类产品70%。

从这里走出的松子、核桃仁、白瓜子仁

等果仁类产品，除服务国内市场外，还出口

至美国、欧洲、日本及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

同为果仁家族的一员，在长白山脚下的

通化市，核桃与榛子正以截然不同的生存智

慧演绎着属于它们的生命传奇。现在，让我

们把视线延伸开去，到通化串串门。

苍山吐翠，碧水迢迢，四季分明的辉南县

是长白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是进出长

白山的重要通道和门户。

听核桃小兄弟说，辉南县是“辉发河流域

文化”的发祥地，拥有“中国长白山山核桃之

乡”和“中国野生山核桃之乡”两张名片，民间

自古就有采摘和初加工山核桃的历史，在清

朝之初就将辉发河流域生产的山核桃作为贡

品进贡，被康熙称为“辉发万岁子”。省委、省

政府曾提出建设东部绿色转型发展区的战略

决策，为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政策支持。

每到山核桃成熟季节，年轻力壮的村民

凌晨4点就开始上山，他们翻山越岭来到核

桃树下，不用费力上树，只需轻轻地晃动大

树，一个个核桃就纷纷落下。不一会儿，就能

捡满一大筐。

为了让这一“山珍”富裕一方百姓，通过

政府抓、企业做、协会推等方式，辉南县在野

生山核桃资源保护、基地培育、品牌宣传、市

场销售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山核桃产业全

面升级。“辉南山核桃”地理标志商标的成功

注册，进一步提升了辉南山核桃的品牌知名

度和市场竞争力，山核桃乳、长白山野生文玩

核桃产品、山核桃果壳工艺品、核桃炭等衍生

产业也为该县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机遇。

如今，辉南县野生山核桃分布面积达

500多平方公里，每年野生山核桃采出量在3

万吨以上，带来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柳河县安口镇烧锅村榛子园，榛树枝

头挂满了刚刚萌生的小果，宛如翡翠般惹人

喜爱。村支书戴振武正带领榛农锄草、除萌

蘖。据他介绍，榛子老弟预计8月下旬成熟，

“今年产量将会比去年增加20%至30%，辽宁

铁岭、梅河口等地早早就来预订了。”说到这，

戴振武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安口镇大榛子是柳河县远近闻名的“致

富果”，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0人就业，户

均年增收1万元，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

双赢。

摇钱于树，曾经的果仁家族，生于深山、

长于深山，鲜为人知。如今，我们靠自身过硬

的本事，缔造出一个足迹遍布全球的商业版

图，让辛辛苦苦照顾我们长大的守山人、慧眼

识珠带我们走出大山的行业深耕者都端上了

“金饭碗”。

光阴流转，日月更替。我的故事，是吉

林省农业发展和食品加工行业进步的生动

写照，每一个章节都与生态、经济、文化紧

密相连。我是自然的产物，更是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

在这个微观世界里书写属于自己的宏观叙

事，从山林瑰宝到世界餐桌的传奇之旅，未

完待续……

（记者张雅静 赵蓓蓓 李铭 王耀辉）

●高质量发展市州行●

摇钱于树：小果仁的香甜“旅行”
——“吉祥森林”流金淌银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近日，长春市朝阳区园林
管理中心对重庆路景观进行升
级，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绿地系
统。其中，9 座彩钢亭经清洗
翻新后，以仿真花卉、草坪和玫
瑰装饰，搭配垂吊花艺与彩色
毛线坐凳，营造出浪漫梦幻的
休憩空间，成为市民游客的新
晋打卡点。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奋战当“夏”，通化市项目建设

火热推进。踏访项目建设现场，塔

吊林立、机器轰鸣，建设者们坚守

一线、挥汗如雨，全力冲刺工程进

度。以“项目为王”为引领，一个个

重点项目拔节生长，在火热的夏季

描绘出热力十足的发展图景。

走进位于辉南县的吉林沃艾

达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亿

头/羽份新型动物生物制品工程疫

苗项目建设现场，7栋主体建筑拔

地而起，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

施工。自夏季开工建设以来，这片

曾经的荒地已蜕变为现代化生物

科技产业园区的雏形。

“目前在场施工人员达100多

人，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厂区80%

的建设工程量，为明年设备调试打

好基础。”公司总经理陈征宇介绍

道。

瞄准国际生物技术和动物医

学发展前端，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1亿元，达产后将生产羊胎盘转

移因子、非洲猪瘟疫苗等7个特色

疫苗品种，年销售收入预计达

63.8亿元，实现税收4.3亿元，解

决就业岗位150个。

“我们将通过创新疫苗生产工

艺，形成规模化、系统化、质量均

一、高度自动化的动物疫苗生产体

系，促进国内动物疫苗及生物制品

行业的产业化升级，提高国产疫苗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国产疫

苗出口创汇。”陈征宇坦言，通化具

有很好的医药健康产业基础，加上

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坚定

了企业在此扎根发展的信心。

在柳河县开发区，总投资2亿

元的西维微谷科技（柳河）有限公

司生物菌剂制造项目同样建设正

酣。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建设，

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购置安装和生

产车间、研发楼、综合楼等主体工

程施工。项目建成后，生产的生物

菌剂可应用于农业、环保、生物制药等多个领域，预计年产值

达2亿元。

今年以来，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通化市树牢

“项目为王”理念，组织开展“拼项目、护安全”专项行动，实现

项目全方位谋划、全周期推动、全过程调度、全链条服务，并以

改革精神重塑项目中心工作机制，加快项目开复工步伐。

2025年，通化市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12个，年

度计划投资633.1亿元，其中新建项目95个、续建项目117

个。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206个，开复

工率97.2%。项目建设势头良好，扩投资形成逐月递增态势，

今年1至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2.4%。

与此同时，全市项目建设亮点纷呈，实干争先。

产业项目占比高。已开复工产业类重点项目114个，占

比55.3%，重点实施了投资40亿元的中溢新能源电池负极材

料、投资26.6亿元的安睿特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一期、投

资11.5亿元的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等一批项目。

续建项目复工早。提前梳理企业需求，专班跟进对接、强

化要素保障，117个续建项目于4月底前全部复工，重点推进

投资6.2亿元的中国清河人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投资5亿元

的以岭药业人参研发加工基地、投资5.6亿元的集安市医院

异地新建等一批重点项目。

前期手续办理快。审批部门主动联系项目单位，采取帮

办、领办、代办，对重点项目实施一企一策、专班推进，全力以

赴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目前95个新建项目前期手续完成

率达到97%。

一个个规模大、结构优、支撑带动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将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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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黄强在全省警示教育大会上
尖锐指出，有的干部政绩观走偏，抓工作轰
轰烈烈、华而不实，根本不考虑实际效果和
社会影响，不怕群众不满意、生怕领导不注
意。这给全省干部敲了警钟：要牢固树立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严防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怕群众不满意、生怕领导不注意”是
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政绩观。一些干部存在
政绩冲动，以为把“胭脂涂在脸上”能让“领导
注意”，有的为了迎合领导做表面文章，有的

为了刷“存在感”浪费资源，有的“堆盆景”破
坏发展，有的甚至不顾群众反对一意孤行，严
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说到底，他们没有认
识清楚“群众满意”与“领导注意”的关系，政
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工作干到位，群众满
意了，领导肯定会注意，能够引起领导注意的
关键，在于群众满不满意。“领导注意”是工作
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群众满意”才是决定
性的终极目标。党员干部要做好政治上的

“明白人”、工作中的“带头人”、作风上的“正
派人”，且“不可有巧宦之心，不可长虎狼之

欲，不可用巧诈之术”，摆正“显绩”与“潜绩”
的关系，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真正
把“以富民为先、以利民为要、以安民为本”落
到实处、落到群众心里。

“不怕群众不满意、生怕领导不注意”的
根子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中央、省委三
令五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干部还
是说起来“义正言辞”，做起来“涛声依旧”。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
际。下基层“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抓工
作装样子、走过场……“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官老爷”的做派，自然会让基层干部政
绩观扭曲，一切为了群众变成一切为了领
导。走好群众路线，“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
姓的这一面”，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法宝。“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
真情。”党员干部要有“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平
民视角与百姓情怀，坚持眼睛向下、扑下身
子、沉到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掌握群众
所思所盼，以优良作风和发展成效取信于民。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群众工作是看家本
领，为民造福是最大光荣，群众满意是最大
政绩。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培养和树立这样
的价值观：不怕领导不注意，就怕群众不满
意。只有我们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
切依靠人民，与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
过”，才能得到比“金杯”“银杯”更难得的“口
碑”，才能凝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力。

不怕领导不注意，就怕群众不满意
吉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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