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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
——论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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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7日电 11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

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暨第二届世界

竹藤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国际竹藤组织成立

以来，致力于竹藤资源保护、开发与

利用，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推

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携手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发起“以竹代塑”

倡议，推动各国减少塑料污染，应对

气候变化，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发展理念，愿继续同各方携手努

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

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家园。

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

志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当日在

北京开幕，主题为“竹藤——基于自

然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由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

举办。

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
志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致贺信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

书记景俊海在长春市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坚持防输入、控反弹，压紧压实“四方责

任”，严格按照“四早”和“四应四尽”要求，精

准落细落实防控措施，有效防止疫情输入扩

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景俊海首先来到朝阳区湖滨社区，详细

了解“吉祥码”应用情况，要求引导外省返

（来）吉人员主动扫码报备、做好居家健康

科学监测，进一步提高外防输入精准化、科

学化水平。在社区核酸检测点，景俊海与检

测人员亲切交流，叮嘱他们合理安排检测时

序，最大程度方便群众。

随后，景俊海来到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主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判会，听

取长春市、省直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代

表意见建议。景俊海强调，当前，长春市要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

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坚持常态化防控和应

急处置有机结合，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

切实发挥好防疫“扑火队”作用，确保“快准

严细实”要求落实到位，坚决做到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进一步加

大外防输入力度，全面开展“落地检”，严格

落实重点场所管理措施，社区村屯要严格执

行返（来）吉人员报备和居家健康监测，切实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要进一步加大流调溯

源力度，有效发挥“三公（工）”协同作用，精

准快速开展流调排查，第一时间、一个不落

地追踪到每个密接、次密接人员。要进一步

加大隔离管控力度，坚持人防技防并举，加

强集中隔离场所管理，严防疫情外溢。要进

一步加大精准科学核酸检测力度，在持续开

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同时，重点人群要每日

一检、应检尽检。要进一步加大医疗救治力

度，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重，尽最大努

力保障患者生命安全。要进一步加大社区

管控力度，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

不准”要求，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

保证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就医需求，细致

耐心做好群众工作，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

切、层层加码，杜绝工作生硬、态度冷漠，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生产生活影响。

张志军、安立佳、王子联参加有关活动。

景俊海在长春市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精准落细落实防控措施 有效防止疫情输入扩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讯（记 者
黄鹭）近日，省委书

记景俊海主持召开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通

过《吉林省 2022 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考核评估工

作方案》。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陕西延安

和河南安阳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发

扬延安精神和红旗

渠精神，持续巩固

拓展来之不易的脱

贫攻坚成果，扎实

推进同乡村振兴平

稳过渡、有效衔接，

为实现共同富裕奠

定坚实基础。省委

副书记、省长韩俊，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

出席会议。

景俊海指出，

开展考核评估，是

对全省今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的一次全面检

查和集中会诊。各

级党委、政府要主

动聚焦守底线、抓

衔接、促振兴，扎实

做 好 考 评 各 项 工

作。一要从严从实

开展考核评估，强

化统筹、精心组织，

严格执行考评标准

和程序，确保考评

结果经得起检验。

二要从严从实抓好

问题整改，各考评

组 要 坚 持 实 事 求

是，敢于较真碰硬，

发 现 问 题 逐 一 反

馈，确保问题隐患

改彻底、改到位、不

反弹；中省直有关部门要结合全省开展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提升”专项行动，指导各地从根

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从源头上防范问题发生。三要从严从

实运用考评结果，发挥考核评估指挥棒作用，继续实行奖优

惩劣，对成绩好的市县予以通报表扬和奖励，对综合评价较

差、存在突出问题特别是影响到全省工作大局的，该约谈的

坚决约谈，该问责的严肃问责。

景俊海强调，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必须把富民政策一项一项落实好，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千方百计让乡村产业强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农

村生活好起来。要健全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坚

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进一步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不断增

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要鼓励城市居民上

山下乡旅游休闲，促进资金、技术等要素城乡双向流动。要

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制，持续加大对省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各项衔接政策运行

监测，运用“五化”闭环工作法狠抓落实，扎实推动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省委常委同志，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

省政府秘书长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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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

度，全省风力发电量、太阳能发电量分别同

比增长82.7％和54.2％，新能源发电量进入

高速发展期。

“亮眼的数据，来源于我省加快相关项

目建设进度、挖掘潜力并网以及多侧发力消

纳。”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处长

王春雨对记者表示。

“为了把因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

们优化方案，分类施策，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实行单周调度，双周讲评，激励快的，推

动慢的，服务难的，整体快推。”王春雨说，

“同时，我们突出小让大、慢让快、内让外，合

理安排投产时序，规模大的分期，规模小的

并行，应并快并，能并多并。另外，我们通过

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引进负荷落地等方式，全力做大用电增

量，不断完善电网架构，提升调峰能力，扩大

外送空间，增加新能源电量外送比例，进一

步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

还有一组数据令人欣喜：截至9月末，全

省风电、太阳能发电项目装机达到1265万千

瓦（风电884万千瓦，太阳能发电381万千

瓦）。同比增加装机 312 万千瓦，增长

32.74%，增速创历史新高。

“数据背后体现出的是，装机容量的不

断扩大，必然带动发电量稳步提升。”王春雨

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省新能源项目建设的

喜讯频传：大唐吉林公司晟源洮南向阳

150MW风光互补“光伏+”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国家电网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有序推进，

“氢动吉林”行动暨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

一体化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而当季新能源发展的向好是我省新能

源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省“风”“光”画卷日益精彩，

稳步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并带动新能源装

备制造业发展，实现资源开发与装备制造相

互促进。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省能源局多措

并举，着力于推动省内风电、太阳能发电项

目开发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取得了初步成

效，为将我省打造成为国家松辽新能源基地

核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王春雨介绍，为大

力推进“陆上风光三峡”建设，按照“五化”工

作法，制定推进重大能源工程项目作战方

案，挂图作战，实行周调度机制，逐一分析项

目建设情况，有针对性研究推进方式方法，

促进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

“我们充分发挥政府机关服务作用，积

极主动帮助风电、太阳能项目开发企业解

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障项

目顺利推动实施，疫情期间，允许部分事项

‘容缺’办理，将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为项目早日建成、早日并网发电创造有利

条件。”王春雨告诉记者，通过推进抽水蓄

能电站建设、火电灵活性改造、增加新能源

电量外送、完善电网架构等方式，提升电力

系统调峰能力，我省进一步促进了新能源

高比例消纳。

在就地消化的同时，我省还力争打通外

送通道，借助鲁固直流以及正在推进的“吉

电南送”特高压外送通道将优质清洁能源电

力送往华北、华东等地区，涉及京、津、冀、

鲁、豫、江、浙、沪8省（市）。为将快速增长的

新能源发电量转化为经济效益提供了有效

保障。

我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土地平阔，是国

内风能、太阳能资源最优越的区域之一，白

城、松原等地风大、日照好。如何将这些固

有的资源优势转化成真金白银，我省下足了

功夫。 （下转第八版）

加快项目进度 挖掘潜力并网 多侧发力消纳
——三季度我省新能源发电量快速增长解读

本报记者 杨悦

近年来，德惠市农机化
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全程机
械化总面积已达 300 万亩，
占全市粮食作物面积的90%
以上。图为边岗乡奋进村的
种植户用机械化收割玉米。

刘立敏 摄

导 读

如果在今年的国产电视剧中选择一部

“最爱”之作，想必很多观众都会为这样一部

电视剧投上一票。它跨越半个世纪的时光，

聚焦平凡百姓生活，塑造鲜活饱满的人物，

勾勒市井烟火，呈现人间冷暖；它创造无数

经典情节，浓缩了几代人原汁原味的真实生

活，向观众传达出关照现实的力量和温度；

它用日常生活传递心灵温度，从普通百姓视

角为时代放歌，用真诚打动亿万观众，好评

如潮……它刚刚斩获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优秀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四

项大奖，它就是由吉林省委宣传部联合出

品、长影集团联合拍摄的现实题材电视剧

《人世间》。

很多观众都曾这样评价《人世间》,“很

久没有这样一部电视剧，让全家几代人都爱

看并为之感动了。”究其缘由，《人世间》诞生

的深厚底蕴应该是重要一环。

与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力作一样，《人

世间》始于故事情节，立于人物塑造，合于理

想情怀，成于内蕴、风格把控。剧集用跨越

50年的温暖故事多侧面、立体式展示了东北

城市的发展变迁。可谓文艺助力吉林振兴、

推动吉林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头部大

剧。该剧从2021年初开机，在长春市、吉林

市、白山市等地拍摄数月，剧组最多时有800

人同时在本地拍摄。导演李路真诚表示，在

吉林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下，该剧拍摄过程

得到吉林省全方位的支持。“天时地利人

和”，让这部从吉林沃土上诞生的佳作把质

朴甘醇的东北风土人情和秀美壮阔的吉林

美景化作了诗、酿成了酒，在亿万观众的心

中汇成了歌，生出了情。

电视剧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之一，在吉林文艺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我省曾出品的《问鼎长天》《烧锅屯

的钟声》《大雪无痕》《都市外乡人》《田野三

部曲》《我的土地我的家》等优秀电视剧作

品，创造过令人瞩目的“吉林电视剧”现

象。特别是近几年，吉林电视剧依旧紧扣

时代脉搏， （下转第二版）

真 诚 真 实 造 就“ 出 圈”“ 破 防”
——从载誉无数的电视剧《人世间》看吉林电视剧发展

本报记者 马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