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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
——东北奋力谱写全面振兴新篇章

冰雪运动“热”彰显冬日经济活力

新华社哈尔滨11月21日电（记者刘伟
王春雨 强勇 王炳坤 马晓成 刘懿德）“努力
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
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习近
平总书记9月初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这一
区域发展战略专门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牢记维护
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
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
战略任务，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向着未来奋
力奔跑。

蓄能新质生产力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我国发电设
备制造业的“摇篮”。

机器轰鸣，随着电站主机运行，一套数
字仿真产品同步运转。哈电集团哈尔滨电
气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车东光说，当两
者运行参数出现偏差，仿真产品会预警，大
幅提升了实体设备安全水平。

近年来，东北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积极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

东北科教资源富集，拥有的哈尔滨工业
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一批“重量
级”高校院所，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今年6月，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研制的
我国首颗平板式新体制通信试验卫星“龙江
三号”发射成功，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提
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辽宁深入实施“兴辽英才计划”，2022年
“带土移植”高水平人才团队238个。吉林实
现高级职称人才从净流出转向净流入，高端
人才连续两年进大于出。黑龙江去年出台
人才振兴60条，一年来引进高端人才数量为
前6年总和的5.8倍。

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塑造新优势。
内蒙古赤峰市，正在全力打造千亿级冶

金产业集群。
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应用新技

术，能耗水平降到国家铜冶炼综合能耗标准
的三分之一，入选2022年度重点用能行业能
效“领跑者”企业名单。“去年公司研发支出

近1500万元，今年将超1700万元。”公司副
总经理鲁玉良说。

前三季度，黑龙江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
同比增长13.9％，制造业向高端化、绿色化
转变。

厚植新兴产业基础，竞逐新赛道。
沈阳微控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磁悬浮

飞轮储能技术，解决了行业“卡脖子”问题。
有了这项技术，大自然忽强忽弱的风、明暗
不定的光，就能变成稳定输出的“绿电”。

公司董事长张庆源说，今年公司手握订
单10亿元，是去年销售额的40多倍。

碳纤维是国家战略性新材料。今年吉
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4个碳纤维产业链
项目开工。“我们坚持产学研用和产业链一
体化开发，突破了技术和市场壁垒。”公司副
总经理孙小君说，其碳纤维原丝国内市场占
有率逾90％。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
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在辽宁，先进装备制造等三个万亿级产
业基地和集成电路装备、航空装备等22个重
点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在吉林，科研物质条
件指数提升到全国第5位，科技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指数提升至全国第11位；在黑龙江，

“新字号”高新技术企业比2012年增长5.5
倍。

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皑皑白雪覆盖黑土地，瑞雪兆丰年。
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粮食产量占全国1/4，

商品粮占全国1/3，调出量占全国40％。当
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东北的首
要政治担当。

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粮食生产实现“二
十连丰”。黑龙江实施了千万吨粮食增产计
划，力争2026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1800亿
斤。

东北坚持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头等大
事，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
撑，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争当现代农业排头
兵。

高标准农田建设快马加鞭。
吉林省永吉县禾谷丰水稻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大片的田地规整。“今年合作社建
设高标准农田450公顷，特别是水渠保水量

大、灌溉速度快，省了大力气。”合作社负责
人王伟说。

黑龙江加快打造一批适宜耕作、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高标准农田突
破1亿亩，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居全国首
位。

东北黑土地是我国最肥沃的土壤。东
北实施了黑土地保护工程，更好保护利用

“耕地中的大熊猫”。
黑龙江深入推广以秸秆覆盖、翻埋等为

主的黑土保护模式。在北大荒集团二九一
农场有限公司，秸秆覆盖的黑土地非常松
软。“肥力又回来了，一亩地多打五六十斤粮
食。”种植户李艳海说。

聚焦农业科技端牢中国饭碗。
内蒙古通辽市，今年科尔沁左翼中旗南

珠日河嘎查绿色高产高效玉米地平均亩产
达1439.4公斤。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与生理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李少昆说，新技术集成了耐密
高产品种、分次精准调控水肥等关键措施，
节水、省肥、增产效果显著。

丰收离不开良种这个农业“芯片”。近
年来，吉林投入1430万元企业贷款风险补偿
金、设立3亿元种业发展基金，推进现代种业
创新。黑龙江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
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土地托管推动规模化“大农业”发展。
秋收期间，辽宁省昌图县广阔的农田

上，大型机械纵横驰骋。昌图县阳宇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忠华说，合作社采用

“农资＋农机＋科技＋服务”模式，提供全程
托管服务。

放眼辽宁，土地流转集中耕种和粮食生
产托管服务大面积推行，主推技术到位率超
过95％，水稻、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90％以上。

在黑龙江，土地托管进一步发挥出农业
规模化、机械化优势，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北大荒农服集团佳木斯区域农服中心
在生德库村开展全程托管业务，农民腾出
精力增加收入。生德库村党支部书记万仁
军说，村民外出务工户均增收5800多元，托
管地块粮食产量也大幅提升，平均增产
15％。

守好最北生态屏障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东北
各地大力加强生态保护，树立增绿就是增优
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理念，积极发展林下经
济、冰雪经济，使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
明底色。

地处科尔沁沙地腹地的通辽市，沙地面
积一度达4104万亩。“我们防沙治沙、植绿
造绿，有3000多万亩沙地得到治理。”通辽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何志伟说。

2014年4月1日起，黑龙江全面落实大
小兴安岭停伐政策。截至目前，黑龙江森林
面积全国第三；湿地面积占全国近15％，12
处国际重要湿地数量居全国之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47个，全国第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资源换
来好日子。

辽宁省桓仁县枫林谷森林公园，年均吸
引游客20多万人次。国有林场停止采伐天
然林后，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建设枫林谷
景区，从“砍树”向“看树”转变。

桓仁县坚持生态立县，先后关闭木材加
工厂190余家，发展以山参为主的道地药材
生产加工企业300余户。

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徐天鹏说，当地
大力发展林果产业、森林草原生态旅游等特
色产业，建设特色林果基地100多万亩，木本
粮油产业基地近300万亩，“沙窝窝”正变成

“金窝窝”。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冷资源”变

成“热产业”。
3000多盏大红灯笼与漫天飞雪相互映

衬，位于黑龙江的“中国雪乡”近日开园，冰
雪旅游渐入佳境。

黑龙江是我国冰雪资源最密集省份之
一。近年来，黑龙江出台《黑龙江省冰雪经济
发展规划（2022－2030年）》等政策，推动冰
雪运动、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吉林提出打造冰雪和避暑休闲生态旅
游等“万亿级”大产业，已建成75座不同规模
的滑雪场，建成各类冰雪欢乐谷（娱雪乐园）
94家。

科教资源、生态资源、冰雪资源……东
北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优势，全面振兴的画卷正徐徐延展。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丁雅雯
李唐宁）11月以来，我国多地出现寒潮降温
天气，冷天气点燃冰雪运动“热经济”，滑雪、
冰雪旅游、温泉酒店等冰雪消费潜力正快速
释放。

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我国居民冰雪运
动热情逐年升温，2022北京冬奥会更是将冰
雪运动热推向高潮，预计今年冰雪消费有望
迎来强劲增长。

冰雪运动快速升温

美团数据显示，11月1日－9日，滑雪门
票团购订单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209％。
去哪儿大数据显示，11月1日－9日，平台上

“滑雪”相关搜索热度大幅上升，全国滑雪场
门票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147％。

“11月初，我们度假区在美团、大众点评
等平台上的‘雪票＋住宿’总预售额已超过
2000万元。”富龙四季小镇国际度假区产品
研发经理高浩然说，“11月18日－19日是富
龙滑雪场的“开板”周末，园区内近1200间
酒店客房全部售罄，年前周末、元旦等热门
时段的客房已所剩不多。”

“冬奥带来的冰雪热度仍在延续，预计
今年会迎来五年来最旺雪季。”北京军都山
滑雪场市场总监王骥说。

消费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冰雪运动相关
产品销售火爆。“滑雪眼镜、头盔、滑雪护具、
滑雪板等滑雪用品迎来热销季。在国货热
销品牌中，11月1日－20日，滑雪眼镜订单
量同比增长69％，滑雪头盔订单量同比增长

52％，滑雪护具订单量同比增长61％。”拼多
多有关负责人说。

冰雪运动热也带旺了滑雪场周边民宿、
温泉酒店的人气。美团数据显示，截至11月
9日，元旦前的温泉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250％。相较周中，周末、元旦等时段的客房
热度更高，不少客房已被抢先预订。

途家民宿数据显示，截至11月8日，虽
然多数滑雪场还未“开板”，但拥有室外滑雪
场的吉林、张家口、哈尔滨等地的民宿预订
量增幅居前。此外，滑雪场周边整租民宿预
订量比2019年同期增加三成，平均预订价
格近800元。

冰雪旅游线路也成为今年冬季热门旅
游线路。“10月中旬以来，途牛平台上，冰雪
游相关产品搜索量迎来持续增长，雪山、冰
川、温泉、极光、滑雪、雪景、雾凇、冰雕、冰雪
乐园、冰灯等关键词搜索热度位居前列。预
计2023－2024冰雪季用户出游人次及旅游
消费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途牛旅游网有关
负责人说。

今冬冰雪消费有望迎来强劲增长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指出，2023－
2024雪季，以滑雪为代表的冰雪消费有望迎
来强劲增长。“近几年，在各地冰雪产品供给
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更加关注运动健康生
活方式等因素影响下，我国居民冰雪运动热
情不断走高。北京冬奥运会的举办，更是将
消费者的冰雪运动热情推向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冰雪消费的增长极正
在由北方向南方转移。随着南方室内、室外
滑雪场数量的增加，产品供给呈现多元化趋
势，越来越多的南方消费者也开始愿意参与
冰雪运动。”吴丽云说。

“在北京冬奥会的辐射影响下，今年冬
季，全国冰雪运动热情更为高涨。”新华指数
文化旅游研究中心分析师常晓慧说，不少城
市正积极发展冰雪产业，相关产品和服务不
断优化，对冰雪运动热产生一定的“催化”作
用。“例如，黑龙江近年来加快推进冰雪体
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一体化发
展，冰雪经济综合竞争力明显提升，居民冰
雪运动热情高涨。”

“从目前的平台数据看，2023－2024滑
雪季旅游热度将保持高速增长。”同程研究
院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冬季冰雪旅游持续
升温，每年体验滑雪运动的用户群体数量不
断提升，并呈现年轻化趋势。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
副主任徐洪才表示，与体育运动消费相关的
冰雪经济具有很大的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
再加上各地加大投入改善体育场所和硬件
设施，推动冰雪经济快速发展。这不仅是年
轻人追赶时尚，也是居民丰富文化娱乐、提
高身体素质的要求。

“高质量、多样化的冰雪消费需求成长
空间非常大。”徐洪才说，不少地区推动相关
产业与冰雪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冰雪＋体
育”赛事、旅游、文化民俗、科技制造、健康养
老等，融合发展潜力巨大。

四部门出台行动方案
提升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陈
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21日
对外发布《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
升行动方案》，提出聚焦产粮大县公共
服务短板弱项，持续加大对产粮大县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切实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营造鼓励
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多产多补的正向
激励机制。

行动方案明确，优先支持粮食调
出量大的主产省（区），2024年在内蒙
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等5个粮
食调出量大的主产省（区）开展试点。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
情况和财力，分期分批逐步支持其他
粮食主产省（区）和非主产省（区）产粮
大县，力争到2030年基本覆盖全国产
粮大县。

行动方案提出，健全完善产粮大
县以县城为核心、辐射城乡的公共服
务体系，逐步实现产粮大县公共服务
能力水平明显提升，做到“关键设施无
缺项、供给质量有保障，高频服务就近
享、基本医教不出县”，地方政府重农
抓粮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展望
2030年，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设施网络
更加完善，力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
到全省平均水平，鼓励地方政府重农
抓粮、多产多补的正向激励机制初步
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