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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闭
幕会

上午 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各项决议
草案；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下午 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各项决议
草案；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本报9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
习记者王阳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 付宇）自商务部 2006 年启动“振兴
中华老字号工程”以来，我省共有 32家
企业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这是记者 9 日从商务部召开的全国促
进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视频会议获悉
的。会上，省商务厅作为代表与河南、
湖北、四川等 6个地方商务部门就老字
号工作情况作了书面交流。省商务厅、
省住建厅、省自然资源厅等 8个相关部

门参会。
据悉，为了助推“老字号”企业发

展，我省从政策资金支持、抓品牌促营
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持续宣传推广
四方面入手，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振
兴、创新、传承和影响力。

下一步，我省将加快“老字号”经营
模式创新，大力开展电子商务，促进“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推进国有“老字号”
体制改革，促进集团化发展，积极推进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企业内生动

力，促进企业做大做强。鼓励“老字号”
龙头企业，采用股权认购、资本重组、商
标拍卖等市场化方式，兼并整合低效

“老字号”品牌。鼓励国有龙头“老字
号”企业在沪、深、港等资本市场上市；
强化“老字号”品牌宣传推介，拓展国内
外市场，支持“老字号”企业参加各种博
览会、展览会，推动“龙江老字号”企业

“走出去”，积极为“老字号”企业参加在
国内外举办的非商业性展会创造条件，
宣传“老字号”优秀传统文化。

我省“中华老字号”已有32家

连 线会两

场内
热议

据了解，目前全省生物遗传资源
和寒地中药材丰富，生物育种和生物
制剂产业都有突破，生物质能源产业
得到长足发展，生物经济发展前景一
片大好。

“寒地黑土”为中药材生长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寒地中
药材产量大、品质优。据统计，
2021年黑龙江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351万亩，同比增长 35%，占全国新
增面积的 60.6%。部分品种在全国
市场份额不断提高。

同时，我省拥有丰富独特的生

物遗传资源，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5
个类别 2000 余种，畜禽 21 个物种
73个品种，淡水鱼类11目21科105
种。省科学院微生物所保藏各类
微生物菌株 5万份，加入到世界微
生物菌种目录计划的数据中心。
建有 2 个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
库，4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
场，10个省级种质资源库，共保存
各类种质资源14万余份。建立了7
处野生大豆原生境保护区。丰富
的自然资源，为全省生物经济发展
提供了充足条件。 （下转第二版）

丰富资源提供充足条件

“生物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生
物技术成为抢占未来科技与经济
发展制高点的主要手段。”全国政
协常委、副省长孙东生认为，我们
应抓住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的机遇，集中力量推动生物领域科
技创新，培植生物经济发展“新动
能”。

孙东生委员表示，要打好生物
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
大力度攻坚关键生物技术，着力实
现从跟跑到领跑；加强生物技术基

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开展
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研发一批重大
创新产品；强化成果转化，推动新
技术、新产品尽快从实验室走向市
场。

孙东生委员认为，发展生物经
济，要加速推动生物科技创新支持
体系建设，要以数字化促进生物经
济提质升级，通过加速实施数字化
发展，构建智慧发展体系，为生物
领域产业升级、业态创新、服务拓
展等注入新动能。 （下转第二版）

大力发展生物经济 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以科技创新抢占制高点
培植“新动能”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 桑蕾 黄春英 郭铭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唐海兵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开发
利用，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
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在全国两会上，我省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一致认为，我省可以利
用生物资源丰富、创新资源富集、医疗资源雄厚、产业资源聚集、合作资源广
泛等优势，抓好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实，使生物经济成为振
兴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东北三省党报联合报道组

伴随着全国两会的胜利召开，首次
在中国举办的冬残奥会日前也隆重开
幕。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冰雪健儿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优异成绩取得
历史性突破，冬残奥会上，中国选手继
续拼搏赛场，争金夺银。如何持续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 3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目标？来自东北三省的全
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建言
献策。“释放冰雪红利，创新做好后冬奥
时代‘冰雪+’，推动冰雪运动持续健康
发展”，成为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代
表委员们的共识。

张显友委员
坚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一体推进

2022北京冬奥会之后，中国冰雪运
动跨越式发展迈入全新时代。黑龙江省
冰雪资源富集，诞生了多位冬奥冠军。
黑龙江省全国政协委员张显友认为，在
后冬奥时代，我们要充分利用举办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形成的热潮，坚持竞技
体育和群众体育一体推进，推动我国冰
雪运动持续发展。

据统计，目前全国参与过冰雪运动
的人数为 3.46亿人。张显友委员认为，
为持续实现“带动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目标，要坚持从娃娃抓起，夯实冰雪运动
后备人才基础。要大力支持中小学校开

展冰雪体育运动教育，加快推动基础教
育体教融合工作和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
再上新台阶；将滑冰纳入东北地区中小
学校体育教育必选内容；完善退役运动
员入校任教的政策法规，增加冰雪体育
教师供给；对冰雪体育运动基点校和有
冰雪体育运动传统的学校还应加大投
入，支持他们购置、更新必要的体育运动
设施、训练设备和为学生提供相关训练、
饮食补贴等。

杨松代表
建立选拔竞技体育人才有效机制

辽宁是体育大省，有着发展冰雪运
动的传统和优势。辽宁省全国人大代
表杨松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政府和公益机构在基础设
施、服务理念、技术攻关等方面作出规
划，使冰雪运动能在政府有效指导和资
源有效配置下规范发展。大力发展体
育教育，鼓励有较长历史和发展潜力的
高中专院校积极设置体育学科和专业，
将体育教育和体能训练作为学生毕业
核心课程，大力培养公共体育教师队
伍。注重体育人才的长期投资和培养，
建立选拔竞技体育人才的有效机制和
通道，激发公民投身体育、伯乐挖掘体
育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给从事
体育运动的人以有效的回归社会常态
生活的工作机制，为更多的人献身体育
事业解除后顾之忧。

（下转第二版）

创新做好后冬奥时代
东北三省代表委员热议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联 动会两

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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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3 月
11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
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为有效防控疫情，共同维护公
共卫生与健康，记者会将采用网络
视频形式进行。届时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
现场图文直播。

李克强总理将出席记者会

本报北京9日电（黑龙江
日报全媒体记者闫紫谦 曹忠
义 薛立伟）9 日，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黑龙江
代表团召开小组会议，审议关
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决定草案、关于第十四届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
题的决定草案修改稿、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修改稿、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
修改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军与代表们一同审议。许
勤、胡昌升、徐绍史、陈锡文、
王宪魁、李海涛、徐建国、李玉
刚参加审议。

张军代表说，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通篇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为引领，贯穿司法为民
理念，反映了在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法院铁军
等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体现
了以有力司法审判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
当。我完全赞成。报告中特
别讲到适用民法典审理一批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
案”，让民法典“活”起来；为人
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
和诉讼服务，大大降低了百姓
维权成本；“送法下乡”打通司
法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
更高要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过去
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依法
能动履职为主线，主动发挥

“四大检察”作用，坚持全面从
严治检，努力把坚持党的绝对
领导落实到检察工作全过程，
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落实到检察监督办案各方
面。2022年，检察机关将认真
贯彻本次大会决议，把代表委
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加强和
改进检察工作的动力，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忠实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认真抓好“质
量建设年”各项工作，为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出新贡献。

许勤代表说，周强院长和张军检察长所作的工作报告，贯穿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政治站位高、宗旨意识强、工作亮
点多，一条条举措、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案例、一张张图表，彰显了制度优
势，体现了公平正义，洋溢着司法温度。我完全赞成。过去一年，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自觉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服务
高质量发展，有效纾解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最
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智慧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能
动履职”“诉源治理”等创新做法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通过有力的司
法保障和有效的司法服务，增强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稳企业稳预期的功效，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认真落实“两高”报告工作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忠诚，
进一步优化法律服务，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进司法惠民，让群
众安全感更加充实，进一步加强能力作风建设，打造高素质过硬队伍，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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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马铃薯种质资源试管苗库保存数量亚洲最多国家马铃薯种质资源试管苗库保存数量亚洲最多。。
王强王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静周静摄摄

□新华社记者

早春时节，近5000名代表委员汇集首
都北京，共赴一场春天的盛会。来自天南
海北、身处各行各业，他们带来人民群众
最真诚的嘱托和期盼。

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亿万人
民战贫、抗疫、反腐、铸魂……气吞山河的
史诗画卷中，记录下一处处乡村的旧貌新
颜，一个个群体的命运转折，一片片土地
的沧桑巨变。

明媚的春光中，代表委员们捎来了人
民群众对总书记的心意——“总书记，乡
亲们非常想念您！”

“总书记给我们当家当得
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石拔三大姐现在就像重生的梨树，真

好看。”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红端详着
参会期间收到的一张照片，高兴地说。

照片上，十八洞村梨子寨村民石拔三
站在自家堂屋中间，抬头笑着，落落大方
地招呼游客。

梨子寨得名于一株枝繁叶茂、有着
200多年树龄的梨树。现在村里最出名的
是“大姐”石拔三。

2013年11月3日，十八洞村梨子寨村
民院坝的前坪上，面对围坐在身边的父老
乡亲，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精准
扶贫”理念。

石拔三家是总书记在村里走访的第
一家。

“怎么称呼您？”
问的人正是石拔三。她没出过深山，

没上过学，家里没有电视，认不出总书记。
总书记亲切地回答：“我是人民的勤

务员。”
得知石拔三64岁了，总书记说：“你是

大姐。”
从那天起，石拔三牢牢记住了这个

“勤务员”。
十八洞村是石红的精准扶贫联系点

之一，因此她常去。2016年，她第一次见
到石拔三。此后，她们每年都见面。

石拔三也叫石拔哑，“拔三”意为家里
排行第三的女儿。在石拔三人生的前 60
多年，她像一个沉默的影子，很少说话，也
不爱抬头。年纪大了，她弯了腰，走在人
群里都看不见。

总书记的到来，唤醒了这个沉睡在贫
困中的小山村，也让石拔三的命运天翻地
覆。

如今的十八洞村青石铺路、木屋错

落，游客纷至沓来，再不见一丝“山高沟深
路难走，有女莫嫁梨子寨”的模样。石拔
三家的厨房修好了，添了电饭煲、电冰箱，
还买了一台大彩电。

每当电视上出现总书记的画面，她总
要停下手中的活儿，走到电视机跟前，仔
细端详，听他讲话。她最爱看的节目是新
闻联播，因为“里面常有总书记”。

石红来北京前，在十八洞村的小年
“村晚”见到石拔三，那时就觉得她的“精
气神不一样”。

那天，石拔三穿着新衣，专注地看着
舞台。五彩流光映在她的眼睛里、皮肤
上，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那样耀眼，那样明
亮。“谁想到照片里，一个多月不见，拔哑
大姐又进步了。”

“总书记的那声大姐，就像一个开关，
让她神奇地从内而外地变了……”石红抚
摸着照片，眼眶湿润，“是那声问好，给了
她从未得到过的尊重和鼓励。”

石拔三家堂屋墙上挂着总书记和她
坐在火塘边聊家常的照片。来北京前，石
红曾问她：“你说再见到总书记，你要说
啥？”

石拔三说：“就想跟他说，现在我有钱
花，吃的也不愁了。总书记给我们当家当
得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乡亲们非

常想念您！”
从河北阜平骆驼湾村，到江西井冈山

神山村、青海格尔木长江源村……10 年
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访过的几十个贫困
村，哪一个不是换了模样？像石拔三这样
近 1亿贫困人口，谁不曾被总书记深情的
话所鼓舞，从此绽放新的容颜？

四川大凉山“悬崖村”村民的出行难，
曾让总书记“揪心”不已。

告别了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17段“藤
梯”，用上了 6000 余根钢管构成的“钢
梯”——新旧天梯的对比照片，全国政协
委员、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带到今
年两会上，欣喜地展示给总书记看。

“乡亲们都下来了吧？孩子上学、老人
看病，都下山住了吧？”总书记关切询问。

益西达瓦高声答道，搬了一部分，留
了一部分。村里发展起了旅游，日子越来
越好。

“悬崖村”的巨变，让同处大凉山区的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昭觉县庆恒村女村支
书吉克石乌感同身受。

今年来京前，彝绣合作社的姐妹们打
来电话。她们七嘴八舌地问吉克石乌：

“有机会见到总书记？一定把彝乡变化说
给总书记听，请总书记一定放心！”

（下转第五版）

“总书记，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两会代表委员带来各地人民对总书记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