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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亭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4月 22日上午，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省委副书记、省
长胡玉亭围绕新时代吉林振兴实
现新突破主题，介绍了我省振兴
发展情况，并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胡玉亭说，习近平总书记对
吉林振兴发展寄予厚望，党的十
八大以来三次视察吉林，对我们
提出“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的
重要要求，为吉林全面振兴擘画
了蓝图，注入了强大动力。当前，
吉林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坚决扛
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安全、
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的
重要使命，推动振兴发展步入“上
升期”“快车道”。去年，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6.3％，高于全国1.1 个
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6.5%，高于全国 1.2 个
百分点，多项经济指标增速位居
全国前列，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的强劲态势。

胡玉亭说，吉林是我国重要
的工业基地、农业大省、生态强
省。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厚植
历史底蕴，传承奋斗基因，全力

“补考”“赶考”，全面振兴新突破
蓄势待发。

农业是我们的“最大优势”。
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区，农业
规模化、机械化水平全国领先，粮
食产量连续3年超过800亿斤，现
代农业建设“排头兵”地位更加巩
固。

制造业是我们的“看家本
领”。一汽汽车、长客高铁、长光
卫星等“吉林制造”享誉全国，全
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成功试
跑，“吉林一号”卫星组网成为世
界最大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
座。

科教人文优势是我们的“创
新源泉”。吉林有 66 所高等院
校、106个科研机构和众多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科研物质条件指

数排名全国第五，创新驱动潜力
巨大。

绿色是我们的“生态底色”。
吉林有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两座

“金山银山”，森林资源质量综合
评价全国第一。吉林风光电资源
丰富，土地空间广阔，新能源产业
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胡玉亭说，新时代新征程上，
我们抢抓机遇、苦干实干，全面振
兴新突破大有可为。

一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实施有组织科研攻关、有组织成
果转化的科技创新机制，从产业
需求中凝练科研课题聚力攻坚，
加快落地转化。大力培育大农
业、大装备、大旅游、大数据“四大
集群”，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
药、新康养、新服务、新电商“六新
产业”，建设新基建、新环境、新生
活、新消费“四新设施”，构建高质
量发展体系和高水平生活体系。

二是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
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
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立
足吉林禀赋优势，做好黑土地保
护和盐碱地治理两篇文章，推广
智慧农机、生物育种，发展绿色有
机食品，打造万亿级现代化大农
业。

三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践行

“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坚持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
游相得益彰，打造世界级冰雪品
牌和冰雪旅游胜地、避暑胜地，力
争到 2027 年旅游收入突破万
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加
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绿氢+”产业
集群。

四是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开
放合作水平。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放开搞活、赋能增效，推进国
企改革深化提升，发展壮大民营

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
“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
成为常态。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窗
口”、东北亚合作枢纽。

五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强化人才支撑。提升人口整体素
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加大人才
政策力度，拓展产业就业空间，吸
引60%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留在吉
林，巩固人才、人口净流入的良好
态势。

胡玉亭与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蔡东，副省长李国强、杨安娣
就媒体关心的进一步扛稳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重任、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强民生保障、新能源产业发
展、国企改革深化提升、优化营商
环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
民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美
丽吉林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吉林日报记者 于小博

新指导意见出台 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
22日对外发布的指导意见明确，要
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强化既有
农房安全管理，加快健全新建农房
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
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
房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导
意见明确，到2025年，实现农房质
量安全全过程闭环监管，农房安全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农房质量安全
普遍提升；到2035年，全面建立农
房建设管理制度体系和技术标准体
系，农房建设品质大幅度提升。

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农村房屋量大

面广，长期以来，以农民自建、自用、
自管为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建农房面
积越来越大，层数越来越高，用作经
营的也越来越多，大量既有农房随
着房龄的增长，安全隐患逐渐凸显。

指导意见明确，强化既有农房
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农村房屋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坚持“谁拥有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产
权人和使用人的房屋安全主体责
任。建立农房安全常态化巡查机
制，将农户自查、镇村排查、县级巡
查、执法检查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及
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
患。

指导意见明确，要严格用作经
营的农房管理，农房用作经营活动

应当符合相关安全要求，产权人和
使用人要严格落实经营性自建房安
全管理相关规定，在开展经营活动
前确保房屋具备安全使用条件。对
农房实施改扩建，依法办理用地、规
划建设等有关审批手续，严格按照
相关工程建设标准进行设计和施
工。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健全新建
农房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将农房质
量安全监管贯穿农房建设全过程。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
管”的原则，将行政审批和安全监管
有效衔接。合理安排农房建设用
地，切实保障农房选址安全，严格规
范设计施工，新建农房设计和施工
应符合国家现行抗震设防等有关质
量安全标准的要求。

古老依旧，烟火“焕新”
——感受当代“扬州慢”

新华社南京4月22日电（记者王
圣志 邱冰清）江苏扬州广陵区仁丰
里，这条700米长的巷子，让游客流
连。

“我想要暖色系的配色”“该怎
么抖动扇子，出来的花纹才好看？”
配色、勾漆、入水、提转……仁丰里
游客中心，游客们体验漆扇制作。

不远处，永乐琴坊中传来琴音，
仿佛在山间盘旋，又似在水涧激
荡。“到扬州一定得听古琴曲，今日
得听《梅花三弄》，可以心满意足地
回家了。”“00后”游客王蕊说。

沿街区往里走，锔瓷工艺、雕版
印刷、通草花制作……传统文化展
现新活力。

南北走向似鱼脊椎骨，东西排
列小巷似鱼刺儿，呈鱼骨状的仁丰
里保留着隋唐时期的街巷肌理。青
砖黑瓦、飞檐翘角，仍是古时江南建
筑风格，有旌忠寺、阮元家庙等历史
遗存十几处。

入口处，一块显眼的招牌写着
“仁丰里·非遗在说话”。这里有非
遗工作室15家，民居客栈、特色文化
空间不时可见，店主们表示不爱做

“老板”只愿当“老师”，不为“生意”
志在“创意”。

古老街巷诉说光阴的故事。地

处江河交汇之地，望运河帆影、枕长
江涛声，扬州与中华文明两大“动
脉”结成命运共同体。其中，5.09平
方公里的明清历史城区完整保护，
是扬州运河沿线最具烟火气之地，
分布着大小传统街巷500多条，仍有
8.5万原住民。

巷道中古琴、扬州评话之音，与
淘米洗菜、观棋人语、自行车铃声交
织在一起。

原住民，是历史文化街区的灵
魂。扬州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
实践中，根据建筑完损程度进行适
当修缮整治，提升、改善基础设施，
通过“住得好”让老居民“留得下”。
53岁的袁荔在老街出生、长大，18岁
后曾搬离，几年前再次搬回这里。
她说：“老建筑和老邻居都还在，改
造后水电气使用更方便。在这里能
看到扬州城的‘里子’。”

2500多年的建城史，为扬州积
淀了丰厚的文化遗存。“烟花三月下
扬州”，古往今来令无数人心生向
往。

1957年，扬州便制定城市总体
规划，为古城保护奠定了坚实基
础。此后数十年历经五轮修规，始
终坚持“护其貌、美其颜、扬其韵、铸
其魂”。2017年，《扬州古城保护条

例》出台，保护古城成为“城市意
志”。

不来东关街不算到扬州。千年
积淀，东关街内留下丰厚的历史遗
存和人文古迹，有个园、逸圃、汪氏
小苑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4处，华氏
园、冬荣园等省市级文保单位25处、
历史建筑8处，是扬州运河文化与盐
商文化的发祥地和展示窗口。

在个园里领略江南园林之美，
去冬荣园里的小剧场听一场扬州清
曲，从街头到巷尾打卡扬州美食
……阳春三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东关街里游人如织，近两个月接待
游客200多万人次。

东关街是老城繁华的代表，仁
丰里是老城文化的符号，走入新旧
交融的皮市街，青石砖铺就的步行
道凹凸不平，行人不急不缓，茂盛的
树木让街巷韵味十足，店铺以咖啡
馆、书店为主。

“网红打卡点”边城书店的主理
人王军说：“古时扬州人喜欢一盏茶
香一首词，如今一杯咖啡一本书，也
许是属于当代人的‘扬州慢’。”

一街一策、一片一方，扬州在古
城保护更新中“量体裁衣”制定方
案，走出了各美其美的“焕新”路
径。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支运行平稳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申铖）一季度，全国财
政收支运行平稳：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60877亿元，按
可比口径计算继续保持恢复
性增长态势；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规模近7万亿元，重
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这是记者从22日在国新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的。

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
会上介绍，一季度，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60877亿元，同
比下降2.3％。扣除2022年
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部分缓税
在2023年前几个月入库抬高
基数、2023年年中出台的减
税政策对今年形成翘尾减收
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财
政收入可比增长2.2％左右，
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支出方面，一季度，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近7
万亿元，同比增长2.9％。主

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12708亿元，增长
3.7％；教育支出10436亿元，
增长2.5％；城乡社区支出
5614亿元，增长12.1％；农林
水 支 出 5185 亿 元 ，增 长
13.1％；住房保障支出2049
亿元，增长7.8％。

“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加快预算下达
和增发国债资金使用，强化
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
生财力保障。同时，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严格落实党政
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
钱大方，小钱小气，集中财力
办大事。”王东伟说。

他表示，下一步，财政部
将扎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强化财政管理监督，把加
强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内需、
培育发展新动能、防范化解
风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
提升财政政策质效，巩固和
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再创新高！

2023年我国产权市场
交易总额达25.38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王希）作为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重要平台，2023年我
国产权市场年度交易总额达
到25.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2.79％，交易规模稳定增长，
再创历史新高。

近日，中国企业国有产
权交易机构协会（中国产权
协会）发布报告，对2023年产
权市场建设发展情况进行了
总结分析，并对行业未来发
展进行了研判和展望。上述
情况是此份报告释放的信
息。

根据报告，2023年，产权
市场全年资产股权类业务成
交额合计2.04万亿元，同比增
长8.51％；完成包括金融不良
资产交易和金融产品交易在
内的金融资产类业务交易额
达13.83万亿元；全年完成的
自然资源类业务、环境权类

业务以及阳光采购类业务的
成交额分别达到9920.08亿
元、416.93亿元、6.58万亿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2.69％ 、
212.7％、29.13％。

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
异，数据已成为新型生产要
素。2023年，数据要素类业
务首次被纳入产权行业年度
统计——全年行业共完成数
据要素类业务13674宗、成交
额107.62亿元。

近年来，产权市场在服
务国资国企改革、科技成果
转化等方面成效明显。报告
显示，2023年产权市场全年
完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项目
4257宗，交易额4789.7亿元；
完成知识（技术）产权交易
34180宗，交易额2253.98亿
元（含技术合同登记），有效
发挥了市场在技术要素定
价、交易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