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5 日，第 24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
内，千名工人在室外近-20℃的严寒里，热火朝天
地施工。夜晚，在建的冰景里灯光亮起，81万平
方米的园区，五颜六色的灯光鲜亮璀璨，一个冰雪
童话王国雏形已现。 本报记者 张澍摄

7日，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江畔，一座巨型雪
人已基本制做完成，工人在进行收尾工作。雪人
近 20 米高，黑眼睛，红鼻子，戴着红围巾和白绒
帽，手里拿着一大串糖葫芦，笑容可掬，十分可
爱。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挑灯
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夜建

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江畔
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雪娃

邮发代号13—1 国内统一刊号CN23——0001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
龙
头
新
闻
客
户
端

2022年12月8日 星期四
壬寅年十一月十五

第24948期 今日8版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 12月 6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2023
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
作汇报，研究部署 2023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
为重要的一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
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加大宏观调
控力度，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成
果丰硕，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就业物价基
本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
得到有效保障，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

定。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
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明年经济
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

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优
化疫情防控措施，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
合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
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
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
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要着力扩大
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
资的关键作用。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增强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动力和活力。要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
用外资。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
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
面领导，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
制。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
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
干、群众敢首创。要统筹做好重要民生商
品保供稳价和煤电油气运保障供应，关心
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保障农民工工资发
放，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下转第四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12月2日，中共
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
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
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明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经济工作
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
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
合，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
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李克强、汪洋、李强、王沪宁、韩正、蔡奇、
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克强受中共中央委托
通报了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
明年经济工作的有关考虑。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
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
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
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
党派人士代表朱彤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
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
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并就推动长江黄
河流域纵向协同发展、提升底层技术研发能
力、加强科技人才引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调动和保护民间投资积极性、完善平台经济
税收治理、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打好高质量就
业“组合拳”、优化精准防控疫情举措、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
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就贯彻落实中共
二十大精神、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做好明
年经济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风高浪急的
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
难而上，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保持了经济社会大
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过去五年极不寻常、极不平
凡，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和国
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特别是有力应对一
些国家推动经济科技“脱钩”等挑战，保持产
业链供应链基本稳定，稳住经济大盘。我们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守护了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5%
以上，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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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共中央批准：梁惠玲同志任黑龙江省委委员、常委、副书
记。胡昌升同志不再担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梁惠玲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本报7日讯（记者曹忠义）7日，省委
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江泽民同志追悼大
会上的悼词，审议《黑龙江省国土空间规
划（2021—2035年）》《黑龙江省新型城镇
化规划（2021—2035年）》，研究部署疫情
防控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悼词中高
度评价江泽民同志光辉的一生，指出江泽
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
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
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
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

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深切缅怀了江泽民同志的光辉业绩、理论
贡献、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号召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
动表达我们的悼念，在新征程上不断谱写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篇章。我们要继承
江泽民同志的遗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只争朝夕、
奋发有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加快推进
龙江振兴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
国家安全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
功能区战略，高质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
为龙江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提供支撑。坚持“多规合一”，充分考虑战
略“留白”，优化产业、生态、城镇空间布
局，进一步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完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加快推进市县总体规划、
乡村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严格抓好
规划执行落实。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关
于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部署，坚

持系统思维、目标导向，高水平推进城镇
规划、建设、管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服务功
能，保护特色风貌和历史遗存，打造高品
质生产生活空间。推动基础设施、产业、
人口等合理布局，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疫情
防控措施，增加医疗设备和医药储备，提
升医疗救治能力，推进免疫接种，加强个
人防护，引导全社会强化底线思维、风险
意识，筑牢群防群控屏障，最大程度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许勤主持并讲话

□王冬 本报记者 刘大泳

工地施工分秒必争，长街小巷烟火
气升腾，集市车水马龙，车间生产热力无
限……力拼收官，干劲“满格”的生动图
景在佳木斯随处可见。

拼时间 重大项目不歇冬
80个项目冬季不停工，项目总投资

超 100亿元，时近岁末，佳木斯市重大项
目建设马力不减，热潮涌动。

在佳木斯市高新区 10 余个项目现
场，建设者顶风雪冒严寒，抢工期抓建
设。投资19亿元的隆基绿能高效单晶组
件项目的成品库厂房正在架梁立柱，投
资3亿元的中车集团风电主机、塔筒制造
项目主机车间钢结构安装和地下综合管

网铺设酣战正浓，投资 3亿元的华润（黑
龙江）中医药产业园项目及饮片车间基
础工程施工“进行时”加速，钢结构搭建
不断刷新进度。

在桦南县重点央企签约的华润新能
源 30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12 月 9 日将

“云”上开工。
大项目落得下，优质服务跟得上。

同江市冬季施工服务小组将服务前置，实
行一个项目由一名市级领导、一个责任
单位、一名服务专员、一本推进台账的
推进机制。重点项目材料供应走绿色
通道，“手拉手”闭环管理，投资 2亿元的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投资 4亿元的经
济开发区进出口商品加工储运园区等
项目所需的预制砼桩及钢构等都得到
及时供应。

拼服务“赢商”环境上下硬功夫
变营商环境为“赢商”环境，赢得投

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已成为佳木斯招商
引资的鲜明标识。

全市11个招商专班确保产业发展与
招商工作同步推进。各专班挖掘行业优
势，按图索骥精准发力，在“链”上下功
夫。紧盯国企、央企，积极发挥头部企业

“头雁引领作用”，紧盯佳电股份、佳星玻
璃、富锦象屿、桦南鸿展等重点企业产业
链延链、补链，先后引入佳电主氦风机、
中建材碲化镉、诺谱生物等产业项目，着

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
在冰天雪地的汤原县，1000头漂洋过

海的犊牛已住进暖屋子。在这里安家是因
投资8亿元的圣元谱华威乳制品加工和万
头牧场项目的落地。9月开工，仅三个月时
间进度条已拉至总工程量的80%，明年1月
将购进新西兰、乌拉圭4000头成母牛。

汤原县把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作为工
作的第一要务。克服财政资金压力争取
了2.4亿元专项债券资金支持项目建设；
统筹各类资源，为闭环生产企业解除后顾
之忧；驻企服务专员长期驻点服务，为恢
复生产的企业纾困解难。（下转第三版）

佳木斯 干劲“满格”力拼收官

本报讯（记者周静）种植面积、产量、
产值、效益增速4项指标连续4年保持全
国领先，总体规模达到全国中上游水
平。2022年，我省“寒地龙药”在田面积
408万亩，比上年新增 57万亩，同比增长
16%，比 2018年增长 5.5倍，实现 4年 4大
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
来全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种植
规模以年均 70多万亩的增速快速发展。
2021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 351万亩，
同比增长 35%，占全国同年新增面积的
60.6%。药材总产达 70.9万吨，同比新增
18.8 万吨，增长 36.3%，比 2018 年增加
58.1万吨，增长 4.5倍。2022年，中药材

生产突出“一县一业、一乡一品”，持续向
优势区域、优势品种聚集。“龙九味”为主
的优势品种面积达到 291万亩，占 71%，
同比增长 28.7%。其中刺五加 109.5 万
亩、人参36万亩、紫苏27万亩、防风22万
亩、板蓝根21万亩，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跃
居全国第一。围绕全省“六大”优势区域
布局，基本形成了大兴安岭高寒区黄芪、
金莲花；小兴安岭丘陵区刺五加、五味
子；西部平原风沙干旱区关防风、柴胡、
板蓝根；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半山
区人参、西洋参、刺五加等优势布局。

在抓增量的同时，我省还重点在提
升中药材品质上下功夫。引导各类生产
经营主体从种植到产地加工环节实行规

范化、标准化生产，开展绿色生产模式集
成示范，加强产地和产品认证，全省国家
地理标识认证总数达到 25个，累计培育
区域品牌 163个。林口黄芪的黄芪甲苷
是药典标准的5.3倍、通河人参皂苷是药
典标准的5.8倍。铁力平贝、清河五味子、
方正刺五加、林口黄芪、桦南紫苏等道地
药材公共区域品牌影响力明显提升。

我省还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
用，以刺五加、人参、五味子、防风、板蓝
根等中药材为重点，构建具有龙江特色
的大品种、大品牌、大产业链。举全省之
力，把刺五加作为“寒地龙药”首推品种
做大做强，全产业链做长做优。支持企
业升级改造，构建高效的标准化初加工

体系，并向精深加工拓展延伸，做好建
链、延链、补链、强链文章，减少“原字号”
药材出县、出省规模，提高附加值。引导
高校、院所联合龙头企业探索人参、桔
梗、黄精等“药食同源”大健康食品开发，
做强道地药材加工业。截至目前，全省
中药生产企业145家，其中规模以上生产
企业 61家，老字号中药企业 11家，全省
中药企业年销售过亿元品种突破 20个。
哈药集团、葵花集团、珍宝岛集团、哈尔
滨康隆药业 4家企业，进入工信部 2019
年度全国中药工业百强企业榜单。2022
年新增中药材产地初加工企业 39家，总
数达 212家，初加工能力达到 36.8万吨，
分别比2018年增长9倍、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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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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