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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俊海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座谈会上强调

促进高质高效转化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为全面振兴率先突破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胡玉亭出席

2月26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座谈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
景俊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论述和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记高质量发展
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高质高效转化，更
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
兴率先突破提供强劲推动力、支撑力。省委
副书记、省长胡玉亭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科技厅、省工信厅主要负责同
志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吉林大学校长张希、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中国科
学院长春应化所所长杨小牛以及中国一汽、
吉林化纤集团、长光卫星技术公司、吉林省
技术产权交易公司、长春理工大学科技园、

吉林省国科创新孵化投资公司负责人作交
流发言，与会同志进行认真讨论。

在充分肯定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后，景俊海强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服务“国之大者”的应
有之义，是赢得竞争先机的迫切需要，是促
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必须作为一
项战略性、全局性工程紧抓不放、长抓不
懈，为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推动吉林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增效赋能。一要着力以
市场机制引导科技成果产出，围绕我省实
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培育“四
大集群”、发展“六新产业”、建设“四新设
施”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与兄弟省份、国
家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合作，加强
企业需求类科研项目攻关，加快产学研一
体化创新平台建设，促进科技供给与市场
需求精准对接。二要着力育强科技成果转

化主体，鼓励企业利用股权出售、股权奖
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等方式激励科
技人员开展成果转化，引导技术转移机构
向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推动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三要着力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路径，以科学的概念验证保障成
果转化，以优良的中试服务加速成果完善，
以广泛的应用场景推动成果落地。四要着
力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保障体系，建立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普惠政策和资金直达
机制，新建一批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
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
动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促进更多科技
成果走出实验室、进入企业，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新质生产力。

胡玉亭强调，要按照新型举国体制和省
委安排，立足国家所需、吉林所能，聚焦“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等重大部署，完善

顶层设计，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攻坚，加
快把吉林科教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打
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的有效路径，突出需求导向，构建全省聚力
攻关核心技术的新机制，从发展需求中凝练
科研课题，增强科研与产业发展匹配性。加
快创新平台提质升级，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鼓励龙头“链主”企业和高新技术企
业建立高水平研发中心，拓展新技术、新成
果应用场景，打造良好创新生态。要构建政
企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格
局，形成统筹、协调、高效的工作合力，抢占
新赛道、培育新质生产力。

省领导张恩惠、李伟、李国强、郭灵计，
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内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及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
融机构、重点企业、投资机构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吉林日报记者 黄鹭 王艺博

“长白天下雪”闪耀“冰雪黄金纬度带”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参考消息》

近日刊发文章《“长白天下雪”闪耀“冰
雪黄金纬度带”》。全文如下：

北纬40度至46度，是一条神奇的纬
度带。无论是横贯亚洲、欧洲、北美的

“玉米黄金纬度带”“水稻黄金纬度带”，
还是分布在鸭绿江河谷、波尔多、加州
的“葡萄酒黄金纬度带”都位于这一纬
度区间。近年来人们发现，它还包含粉
雪富集的长白山区、阿尔卑斯山区、落
基山区的“冰雪黄金纬度带”。中国吉
林，恰恰地处这条神奇的纬度带。

这个雪季，中国东北的冰天雪地以
前所未有的虹吸效应引得天下游客纷
至沓来，成为冬日北半球的“高能热
带”。吉林提出“长白天下雪”品牌概
念，扩大全球影响力，实现去年11月至
12月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356.7％和310％，2024年元旦游客
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06.69％和659.06％，春节旅游订单量
同比增长560％等三组高光数据。越来
越多的从业者、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这
里，以实际行动对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
发展投下信任票。

优质资源吸引世界客

凛冬时节，冰封雪飘，新一股寒流
让吉林省吉林市的最低气温跌破零下
20摄氏度，但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无
数中外雪友依然欢动——马克思·布劳
因便是其中一员。布劳因出生在加拿
大，已有20余年的单板滑雪经历。早些
年习惯前往欧洲滑雪的他，近年来选择
跨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吉林。

“雪道地形越来越丰富，基础设施
越来越好，参与滑雪的人也越来越多，
每年都会有新变化，非常棒！”布劳因
说。2018年在朋友介绍下抱着尝试心
态来到吉林的他，震撼于北大湖的粉雪
资源与配套条件，此后这里便成为他每
年的必打卡地。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
爱，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马克龙”，
还说自己“今年要在中国过春节”。

北大湖如今已成为“冰雪黄金纬度
带”的黄金点位。这里粉雪资源富集，
拥有亚洲领先的870米级别山体落差，
以131.84万公里滑雪里程高居2023年
至2024年雪季中国滑雪场榜首。

雪期长、雪量大、雪质好，吉林有十
足的底气闪耀“冰雪黄金纬度带”。全
省现有滑雪场75家、雪道总面积1200多
公顷、雪道总长度350多公里。2016年

至2019年，吉林每个雪季接待游客递增
约1000万人次。今年元旦以来，社交平
台上以“长白山”为关键词的笔记数和
评论数同比增长200％以上，是中国热
度最高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近年来每逢雪季，来自世界各地的
滑雪爱好者如候鸟般赶赴长白山区各
大雪场，同时带动雾凇、温泉、冰灯、雪
雕、龙舟、美食等系列产品，吸引许多来
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无
雪国度”的游客纷纷漂洋过海而来。

“我们几乎每年都要来吉林滑雪。”
来自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雪友德
米特里告诉记者。比起瑞士、法国等国
家的顶级滑雪度假区，吉林各地的滑雪
场在雪质、缆车、服务等方面毫不逊色，
而且对远东地区的他们而言，这里距离
更近、交通更便捷。“吉林市、白山市、通
化市、延边州的滑雪场，最受我们欢
迎。”德米特里说。

产业发展日益国际化

本雪季以来，人们在吉林各大雪场
不仅见到了世界多地的游客，还发现了
许多“洋教练”。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的
露西亚·巴耶斯，就是其中一员。

元旦过后，中小学生进入寒假假
期，雪场里小雪友也多起来。“护具都穿
戴整齐了吧？”巴耶斯边为孩子们扣上
头盔锁扣、拉好衣服拉锁，边用英语逐
一询问。乘坐缆车、清点人数、排好队
形，来到山顶后，巴耶斯指导孩子们弯
腰、屈膝、蹬地……随后，一位位学员次
第滑下，在白茫茫的雪道上画出一道道
清晰的半圆。

“中国有很多滑雪爱好者，越来越
多的人在接受专业训练以提升水平。”
今年26岁的巴耶斯说。她任职于瑞士
一家滑雪培训机构，曾在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新西兰等国的滑雪度假区授
课，2023年11月初受总部委派第一次来
到中国。“滑雪产业潜力巨大，这是吸引
我们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工作的重要因
素。”她说。

过去20多年，为了提升专业化、国
际化水平，中国冰雪事业并不乏“洋面
孔”。在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
单中有教练员78人，其中51人为外籍，
多数队伍还配有一定数量的外籍训练
师与按摩师。

中国冰雪产业的蓬勃发展，引来越
来越多的“洋面孔”，也不再局限于竞技
体育领域。雪场教练、索道运维、压雪

司机、地形设计、体能训练、运动康复、
技术考评……在长白山区的冰天雪地
里，全世界的冰雪工作者们干得热火朝
天。

牵手世界共谋新发展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冰雪
旅游市场前景广、机遇多，将是我们未
来非常重要的市场板块。”奥地利滑雪
运动品牌海德集团国际销售总监彼得·
肖特表示，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逐年高涨，让海德集团看到了开展合作
的重要机遇。

早在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前，海德便
已推出中国限定款雪板，在外观上融入
中国红、景泰蓝、祥云纹等传统文化元
素。无独有偶，美国雪具品牌伯顿也陆
续推出多款“中国风”雪板。

在吉林各地雪场不难发现，索道缆
车、门禁系统、维修设备等领域也涌现
更多国际大牌针对中国雪场的“量身定
制”。以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为基
础改造升级建设的万峰通化滑雪度假
区，其运营系统来自奥地利多贝玛亚品
牌；万达长白山滑雪度假区内，根据中
国雪场需求制造的“人脸识别”门禁闸
机和票务系统，来自奥地利阿科瑟司品
牌……“谁也无法否认，这里是一片广
阔的蓝海。”雪板维修保养设备供应商
温特斯泰格（北京）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李胜超说。

产品投放与赛事引入相得益彰。1
月13日，世界极限运动会（中国）滑雪巡
回赛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举行。数十
名单板滑雪玩家在滑雪公园跳台间“飞
天遁地”，碰撞技术与激情。世界极限
运动会自2021年专门设定中国区官方
滑雪赛事以来，已连续三年在吉林等地
的优质雪场举办赛事。此外，奥地利红
牛雪地冲锋赛、北面复古回转赛等专业
级、趣味性赛事，也陆续“落户”吉林。

2023年至2024年雪季以来，吉林相
继开展各类冰雪节庆、赛事、商贸活动
近400项，邀请2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国际组织和商界代表齐聚交流，共谋冰
雪产业合作及发展前景，为寒地冰雪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商机与动能。

“长白山区和阿尔卑斯山区自然环
境十分相似，我们正在寻找合作的可
能，以建立一个更可持续、互利双方的
冰雪产业协作模式。”奥地利驻华使馆
商务副参赞尚曼恩说。

（记者 王昊飞 张骁 许畅）

2024年中国航天预计实施
100次左右发射任务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胡喆 宋晨）中国航
天全年预计实施100次左右发射任务，有望创造新的
纪录，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迎来首次发射任
务，多个卫星星座将加速组网建设；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计划安排近70次宇航发射任务，发射290
余个航天器，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任务。

2月26日，航天科技集团在京发布《中国航天科
技活动蓝皮书（2023年）》并介绍2024年宇航任务整
体情况，这是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悉，2024年，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安排近70次宇
航发射任务，发射290余个航天器，实施一系列重大
工程任务：完成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和长征十二号
运载火箭首飞任务；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营模式，年
内完成2次货运飞船、2次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和2次返
回任务；推进探月四期工程，发射鹊桥二号中继星、
嫦娥六号探测器，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南极采样
返回；发射海洋盐度探测卫星、电磁监测卫星02星、
中法天文卫星、实践十九号等多颗民用卫星，满足各
行业用户应用需求；加速推进建设航天科技集团“新
一代商业遥感卫星系统”。

2024年，航天科技集团研制任务持续保持高强
度，将全面推进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深空探测工程，
持续推动新一代近地载人飞船、嫦娥七号、天问二
号、静止轨道微波探测卫星等为代表的200多颗航天
器研制工作，开展230余发运载火箭组批投产，完成
多项商业航天和整星出口合同履约工作。

据介绍，航天科技集团还将完成多次商业发射
任务，并将公开对外发布运载余量信息，向商业用户
提供发射和搭载机会，为各类客户提供快速、稳定、
可靠的“一站式”发射服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北斗应用向系统集成和增值
服务延伸，发挥集团公司天地一体化优势和卫星通
信、导航、遥感综合应用优势，不断将卫星应用融入
新兴领域，支持重点区域经济发展。

我国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捐献突破17000例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董博婷）记者从中
华骨髓库获悉，截至2月26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骨
髓库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0例。

据了解，中华骨髓库2023年度捐献突破2000
例，达2157例；现单日最高捐献量达30例，均创历史
新高。目前，中华骨髓库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数据已超过344万人份，每日参与重症患者的HLA
（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检索。据统计，2023年新加
入的志愿捐献者中，18岁至35岁的约占73.65％、36
岁至45岁的约占26.35％，青年成为捐献者主力军。

中华骨髓库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建立的“中
国非血缘关系骨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1996年实
现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
是世界第四大骨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