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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为谋划“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问计于民，是习近平
总书记此次湖南之行的一个重点。村
支书、乡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工、种
粮大户、快递小哥、餐馆店主……30
名基层代表齐聚一堂，10名代表先后
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主持召开
基层代表座谈会，同基层干部群众代
表深入交流，言传身教的就是实事求
是的工作作风。

【思想脉络】
1916年至1919年期间，毛泽东在

岳麓书院半学斋住了一年多光景。从
宿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书院大讲堂

“实事求是”匾额，“低头不见抬头见”
的朝夕相处，“实事求是”深深刻在毛
泽东的心中。

站在岳麓书院一棵参天古树下，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珍名
说：“岳麓书院的主办者们，反对埋头
故纸堆、脱离实际的空谈学风，倡导务
实学风和‘经世致用’，继而把‘实事求
是’作为校训。后世经过不断发展，含
义拓展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认知
和解决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伟大
奇迹。

红色基因，守护传承焕新生
【红色足迹】
2011年3月，江南大地草长莺飞，

生机勃勃。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期间专
程来到韶山，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
花篮，瞻仰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中共
韶山特别支部展室，与韶山村党员群
众代表座谈。

习近平深情地说，革命传统资源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
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
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
滋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
院大门两侧，这副白底黑字的对联分
外醒目。

2020年 9月 17日，岳麓书院里，
习近平同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教学的
师生们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把课堂
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
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
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
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
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
定“四个自信”。他勉励年轻学子，一
定要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弘扬赓续】
山青水碧，特色历史建筑比比皆

是。
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发展

而来，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
“双一流”重点建设的高校。

“1938年 4月 10日，27架日本战
机轰炸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校园特
别是文化典籍损毁严重！”湖南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龙兵讲授的“移动
思政课”，结合时事、历史和身边风物，
引导学生修身崇德、明辨是非。

总结相关教学经验，湖南大学正
在建设思政课程优秀案例库、教学中
心，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探源
研究，举办“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
典”和“岳麓书院讲坛”等活动。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徐淼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
托，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踏踏实实将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谦和的心态、奋
斗的姿态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栋梁。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革命

歌曲是我的摇篮曲。”韶山人沈楚华，
2018年返乡创业，经营起民宿。“亲近
自然”主题、从十里八乡收集来“老物
件”、带感的“心里有话对党说”等各色
主题留言墙，让他的民宿受到年轻人
追捧。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

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1964 年电影
《雷锋》经典声音再次响起，但昔日的
黑白画面变成了彩色高清。

“我们将经典影片修复、AI上色，
制作成 4K、VR、3D等版本，扩大红色
文化在青年中的传播力。”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首席专家周苏岳说，他们
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100部红色经典
影像修复，建设红色文化生产线、数字
基因库和云上展馆，让宝贵的红色资
源焕发新生。

砥砺笃行，求索继往开来
【红色足迹】
从2011年至今10年间，习近平四

次到湖南考察调研。从在十八洞村首
倡“精准扶贫”，到在长江岸边叮嘱“守
护好一江碧水”，再到在企业生产车间
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做强做优做大，湖南发展牵动着习近
平总书记的心。

在武陵山区腹地深度贫困村花垣
县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
贫”的指导方针。

在长沙考察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习近平对企业依靠高新技术
改造提升装备制造业取得的成绩予以
肯定，强调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是
企业爬坡过坎、发展壮大的根本。关
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里。

浏阳河畔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以数字视频创意为龙头，汇集了各
类文创企业 3000多家。在这个与岳
麓书院遥相呼应的文创基地，习近平
总书记说，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
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
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
有前途……

【落实担当】
682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692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这些年，三湘儿女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勇担精准扶贫首倡之地当
有首倡之为的责任，锲而不舍向绝对
贫困宣战。

告别贫困，三湘儿女向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迈出坚定的脚步。

5月 19日至 22日，2021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览会在湖南长沙举办，全
球工程机械“巨头”携上万台装备参
展。长沙有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程机
械行业50强。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说，
长沙将聚焦产业链高端，实施智能制
造赋能行动，积极探索“5G+工业互联
网”，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升级，加快向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挺进”。

如今，湖南形成了超级计算机、磁
悬浮等一批世界领先重大科技成果，
培育出华菱钢铁、三一重工、中联重
科、铁建重工、湘电股份等“工业湘
军”，涌现了中电科 48所、长城电脑、
中大创远、蓝思科技、智慧眼等高科技
企业，努力建设“强国重器制造中心”。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首
次突破 4 万亿元，达 41781.49 亿元，
同比增长 3.8%。这一成绩的取得，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历史罕见汛
情的“双大考”，交出防汛与抗疫“双
好”答卷。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都显示，湖南呈现增速稳步回升、结
构持续优化、质效不断改善的良好
态势。“稳”“新”“优”“创”成为其发
展的主题词。

湖南是农业大省，杂交水稻从
这里的实验田走向全国；湖南是制
造业大省，在工程机械领域举足轻
重；同时，以“广电湘军”“出版湘军”

“移动互联网湘军”为代表的文化产
业长期引领风骚……牢记嘱托，植
根湖湘沃土，湖湘儿女以实事求是
的精神，敢为人先抢抓机遇，中流击
水奋发作为，守正创新书写新时代
答卷。

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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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一把辣椒
一把盐，吃的
就是这个鲜劲
儿。在肇源县
松花江码头，
开在江里和岸
畔的 10 多家
江鱼馆座无虚
席，还有大批
食客在排队等
候，这个时节，
正是吃江鱼的
黄金季节。

饿了一个
冬天的鱼，由
于长时间没有
进食，肚子早
已空空，鱼身
上没有多余的
赘肉，全身都
是 精 细 的 嫩
肉。此时的开
江鱼，鱼肚中
没 有 一 丝 浊
物，味道特别
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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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肇源江鱼名气这么
大？那当然是水好鱼鲜！

流金淌银的松嫩两江流经肇
源县 270公里，留下 76万亩优质
水面，为肇源县带来了丰厚馈
赠。每年出水的大白鱼、鳊花鱼、
胖头鱼等46种淡水鱼类，一直为
省内外消费者所津津乐道。凡来
肇源县的外地客，不但要品尝江
鱼，还要捎带脚带上点江鱼作为
特产送给亲戚朋友尝鲜。

每年一到开江的时候，是肇
源县江鱼销售最火的时候，不少
江鱼馆纷纷推出开江鱼宴，不但
吸引游客的眼球，更吊足人们的
胃口。现在，吃开江鱼已成了一
种季节的标志和记忆的追逐。

但在肇源县全城老百姓的心
中，除了惦记着吃开江鱼，还有一
件大事，这错过可要再等一年，那
就是捡“臭鱼”。

“‘臭鱼’可是松花江边的一
道名菜，和南方的臭鳜鱼差不
多。每年刚开江的时候，沿着江
边走，能看到不少老百姓手里提
溜着一条或几条半硬的鱼，这都
是刚捡回来的‘臭鱼’。入冬时，
有些鱼被冻在冰层中，开江后，鱼
已经死了，还带着一种特殊的气
味，拿回家腌制一下，再下锅一
煎，吃起来别提多香了。”肇源县
《肇源文艺》副主编程加昌说。

程加昌是土生土长的肇源
人，他表示，要说吃鱼做鱼，肇源
人手艺可不一般，任何一家肇源
江鱼馆都可以做出8道、24道、48
道乃至56道味美可口的鱼宴，都
是以肥嫩的各类江鱼烹制，绝不
重样。当地特色的“辽代御用全
鱼宴”已被列入黑龙江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

水好鱼鲜

为什么肇源人这么会做鱼
吃鱼？这要从 6500年前两江
流域的黑水先民悠久的吃鱼传
统说起，肇源博物馆中记载，在
对青铜时期的白金宝遗址发掘
中，发现了各种方形、椭圆形的
陶网坠。到了辽代，二站镇双
榆树遗址出土了整套铁制冰
镩，肇源也成了辽朝皇帝“春捺
钵”的巡幸之地，而吃“鱼头宴”
则成为辽朝皇帝召集文武大臣
议事的重要活动之一。至元明
清三朝，肇源以出产鳇鱼和“三
花五罗十八子”而成为皇室贡
鱼的产地。

从新石器时期的“小拉哈
遗址”到青铜时期的“白金宝遗
址”，从“徒手抓鱼”到“头鱼宴”
再到“鳇鱼贡”，可以看出自古
以来黑水先民就以鱼为食，在
这悠久的吃鱼传统中，肇源人
不仅爱吃鱼、会吃鱼，更吃出了
特有的“渔文化”，形成了独特
的文化习俗。

像每年冬季的“冬捕节”，
渔民都会在开网前举行祭祀仪
式。“传统祭祀仪式与现代活动
结合起来，不仅是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还能原汁原味呈现地
域文化特色，也能更好将肇源

‘渔文化’这张金字招牌打响。”
茂兴湖冬网捕鱼祭祀湖神习俗
大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杜宝国说。

三花五罗十八子
鱼，带火了肇源的餐饮业，提

高了肇源的知名度，更带动了当地
旅游业发展。如今，“肇源江鱼”已
闯出了名气，成为肇源县一张靓丽
名片。每年春季的“开江节”，夏季
的“莲花节”，秋季的“丰收节”，冬
季的“冬捕节”，都吸引了大批游客
前来。赏江景、品江鱼，肇源县利
用得天独厚的江水资源，逐步打造
着自己的旅游品牌。

为更好展示“渔文化”旅游资
源，2020年，肇源县积极招商引资，
在松花江肇源段江边启动建设了
集住宅、江鱼餐饮和“渔文化”展示
于一体的江畔御庭轩项目，这个项
目内含专业的渔文化博物馆，不仅
是沿江的地标性建筑，更可全面展
示肇源江水文化历史，渔耕狩猎文
化。

下一步，肇源县还将利用江水
资源，逐步推出肇源龙舟赛、冬季
垂钓、游客船上打鱼等多样活动，
继续以沿江滨水发展为重点，持续
开发旅游新领域，以鱼带“娱”，全
面打造肇源发展的新引擎。

以鱼带“娱”水
乡

韵

新上岸的各种鱼。

辽金时期铁制冰镩辽金时期铁制冰镩。。

（上接第一版）北货郎是参加展会
的常客，在展会上的收获也不少，公司
总经理杜帛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
们参加消博会与7家客户达成合作意
向；参加“扮靓步行街，外贸优品汇”出
口转内销活动达成合作金额50万；借
助“龙江云展会”直播平台和快手官方
认证账号参加直播活动销售额最高一
场直播达到了 30万。“多亏了商务厅
给我搭建了这样的平台，让我们企业
走出去，提高了我们在国内外的知名
度。”杜帛霖说。

线上抢滩，线下参展。省商务厅
在帮助企业拓宽海外市场的同时，也
立足外贸产品的优势，通过专项调研、
推广宣传、承办出口转内销专题销售
活动、产品推介会等形式，帮助企业盘
活资金，拓展市场，引导企业转变发展
方向，出口内销两条腿走路。

“龙江云展会”——
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交易会

打开网站，手指轻轻一点，龙江品
牌产品映入眼帘，黑龙江非物质文化
遗产、飞鹤奶粉、乔府大院等多个龙江
知名品牌，尽收眼底。轻轻一点，即可
跳转企业展厅进行云洽谈。在“龙江

云展会”平台，足不出户、“云”逛消博
会。

云技术、VR全景展示、3D特色展
厅、在线直播洽谈、供需信息……“龙
江云展会”平台集多种高科技于一身，
通过自身优势，为我省外贸企业提供
了产品展示、品牌推广、贸易磋商、在
线交易的真切场景和有效载体。

省数字商务协会会长焦惠颖介
绍，目前，“龙江云展会”平台具有中英
文两个版本，是全国省级行政区中首
批搭建上线的，依托5G、VR、3D等技
术手段，实现传统线下展会的数字化
转型，打造出“365天永不落幕的线上
交易会”。现阶段龙江云展会平台已
经全面完成改版升级，增加商机订阅、
供需信息以及行业展区域展等功能，
让参展商与采购商的对接更加精准。

自去年 9月 16日平台启动运营，
“龙江云展会”平台已经吸引了大批黑
龙江本地企业入驻，现已经实现平台
注册企业 714家，3200余款产品上架
在平台上，涉及我省十三个地市的各
行各业。平台利用自身展会资源，通
过组织平台企业参加“龙江云展播”等
活动，在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同时带动
企业出口转内销。

创新服务助外贸企业“乘风破浪”
（上接第一版）从单一到系统，从一域

到全局，伊春林区的生态保护正由森林资
源保护走向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性保护。
进入十四五，伊春市着力在提升森林资源
质量、森林生态功能和综合效益上下功
夫，让森林资源得到全面保护和修复，让
祖国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功能更加牢固。

林业产业转换动能跑出加速度
聚焦“大转型、大改革”，伊春市统筹

推进重点国有林区改革、部分行政区划调
整、地方党政机构改革“三大改革”，林区
体制机制发生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变
革。2018年 10月，伊春森工集团挂牌成
立，彻底结束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政企
合一”体制。

以改革为源动力，伊春市生态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的步伐加快，森林生态旅
游、森林食品、林都北药等重点产业活力
迸发。

不要单打一，注重多元化。依托小兴
安岭珍贵的寒地黑土和林下资源，伊春市
重点打造了以红松子、蓝莓、黑木耳、刺五
加、森林猪、山野菜种养加工为代表的“红
蓝黑+林畜+林菜”多条产业链。

走进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北沉
香展厅里雕刻品散发着松香；宽敞明亮的

研学基地里，各种教具、模型和小朋友们
自己动手制作的木艺制品奇趣盎然。

五年前曾与总书记面对面交流的公
司经理张桂侠说：“从 2016年开始，我们
的北沉香产品销售经历了跨越式的增
长。从 2018年开始，我们又着手建设研
学基地，让孩子们体验林区的木艺文化。
五年来，我们从原来只有 1000多平方展
厅扩建为综合性的工艺研学体验基地。
吃、住、行各种活动都可以承接。”

“这种蜜蜂是荷兰产的，叫熊蜂。它
个头大，吻长，专门做授粉的，蓝莓、西瓜、
柿子授粉都需要它。尤其蓝莓花是这种
倒灯笼花，我们当地的蜜蜂有时候够不到
这个花蕊，所以我专门买了这种蜜蜂，经
过它授粉以后，蓝莓果的饱满程度特别
好。”5月18日，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
蓝莓产业园内，依蓝农科果业的许学武把
我们带到了他的蓝莓大棚里。经过几年
的发展，许学武的公司已经成为基地内最
大的蓝莓鲜果生产商，每到采摘季，游客
们争相来到这里体验现采现摘的乐趣。

2019年成功举办第二届全省旅发大
会，伊春市森林生态旅游迎来发展机遇
期。目前伊春已经制定完成了全域旅游
发展规划。森林旅游从传统观光游转向
康养游、体验游、研学游，年旅游接待人

数、收入均保持10%以上的增长。林下经
济由单纯野生采集变为与林下改培、林辅
用地栽培相结合，产品加工也从小作坊转
为工厂化、标准化、规模化。北药产业种
植与加工同步推进，高标准建设示范基
地，引进研发团队和大型药企，年产值超
过30亿元。

改革未有穷期，伊春转型发展的体制
机制需要持续理顺，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
化经营机制的建立完善需要久久为功。
到 2025年，伊春将持续深入开展“大转
型、大改革”，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取得新突破。

林业职工与林相伴过上好日子
5年前，带着对林业职工的牵挂，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溪水林场
职工刘养顺家里，察看住房和生活情况，同
一家人谈林场发展史、算收入支出账。

5年后的溪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彩色的沥青路面、整洁的街路和漂亮
的农家小院展示着如今溪水人的幸福生
活。2016年下半年，养顺农家院一开业
即大火。“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想品尝一下

‘看着就好吃’的农家美味。”刘养顺说,
“一年下来纯收入也要10多万元。”

积极探索发展林下产业和替代产业，

伊春市因全面停伐产生的 7万多名林业
富余职工普遍得到安置。职工年人均工
资较 5年前增加 1.48万元。住房、教育、
医疗、社保等民生保障问题通过改革逐渐
解决。

以启动10个试点林场分类建设和转
型发展为开端，一场奋战十四五，提升新
福祉，全面推进林场振兴的攻坚战正在伊
春林区展开。

2016年起，上甘岭绿水青山牧业公
司引进湖羊养殖取得良好效果。2019
年，伊春森工上甘岭、铁力、友好、乌伊岭
等多个林业局公司又分别进行试养。近
期，伊春森工集团经多方论证并得出结
论——十四五期间，按照全产业链打造、
多平台支撑产业振兴的发展定位，逐步把
养殖规模扩大到100万只，尽快使湖羊养
殖成为支柱产业。

5月 13日，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
先行工程正式开工。打开地图就一目了
然，制约伊春发展的交通问题将随着我
国最北地区客运主通道的建成迎刃而
解，伊春市将全面纳入“哈尔滨 1小时、2
小时”经济圈。高铁时代的伊春将随着
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聚集加快转型发
展。林都伊春、氧吧伊春——一个宜居
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正向我们走来。

伊春：青山无限好 转型路更宽

松花江鱼产丰富。

西海湿地公园西海湿地公园。。

鸥鸟翔集鸥鸟翔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