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安蓓 张辛欣 严赋憬

“发展”一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
现239次。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
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
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发展，关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是党

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
成功密码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
新成就、开辟新境界的关键所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

兴国的第一要务。”
5年前，党的十九大上，总书记的话言

犹在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10年前，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
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意味深长地指
出：“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
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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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今年恰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前身——中央歌舞团成立

70周年、东方歌舞团成立60周年，谨向你们以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
诚挚问候！

多年来，你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推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
文艺繁荣发展、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成为新中国的重要“文
化使节”、亮丽“文化名片”。一代代艺术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时代放歌、为
人民起舞，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希望你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崇德尚艺，守正创新，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为繁荣发
展文艺事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习近平
2022年12月24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 月 24 日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
们回信，勉励他们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
立新功。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今年恰逢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前身——中央歌舞团成立 70
周年、东方歌舞团成立 60 周年，谨向你们
以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
问候！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你们认真贯彻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推出了许多优秀的文
艺作品，在文艺繁荣发展、服务对外文化
交流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成为新中国的
重要“文化使节”、亮丽“文化名片”。一代
代艺术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时代放
歌、为人民起舞，展现了文艺工作者的使
命担当。

习近平表示，希望你们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崇德尚艺，守正创新，
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舞出中国人的精
气神，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
功。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前身主要有两
个，分别是1952年12月成立的中央歌舞团
和1962年1月成立的东方歌舞团。党的十
八大以来，该集团创作演出了舞蹈诗画

《国色》、舞乐《中国故事·十二生肖》、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
音乐剧《绽放》等一批广受好评的文艺作
品。近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10名艺术
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新时代十年
开展文艺创作的收获，表达牢记初心使
命、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家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

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舞出中国人精气神

编 者 按

2022年是黑龙江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全
省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
龙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第十三次党
代会部署，扎实推进“六个龙江”建设，稳步实施“八
大振兴计划”，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今起
本报推出“龙江这一年”系列综述，旨在全面展现一
年来我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态势和取得的可喜成
绩，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坚定信心、奋发
有为、真抓实干，努力将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绘就的
宏伟蓝图早日变为美好现实。

□本报记者 桑蕾

回首2022年的黑龙江，有一个名词定会被很多人
提起——数字经济。

初春三月，《黑龙江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及配套政策出台，提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达到 10%以上，着力打造数
字产业化东北基地、形成制造业数字化龙江模式、建成
现代数字农业全国样板、提升智慧生态旅游首位度、建
成跨境数字化合作中心。

从“新词汇”到新热点

“数字经济是个新词！”省工业信息化发展中心主
任郑显生见到记者时表示，与企业做数字化应用交流
时，大半时间在做科普，需要从头开始讲。

由于每家企业情况不一，数字化需求不一，所以企
业的数字化是地道的私人定制。投入的金额挺高，让不
少企业老总直皱眉，但企业的需求依然旺盛。郑显生和
同事们正在忙活黑龙江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4月时
仅有136户企业接入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到12月13日已
经达到2569家，注册量突破2.9亿，累计标识解析量达到
44亿，覆盖全省13个地市，打造典型应用场景26个。

刚接入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的哈尔滨鸿展生物能源
有限公司，在收粮环节已经实现了农民自助线上申请、线
下自助交货，根据车辆信息，完成无人化称重、卸料，农民
亲身感受到了数字经济的便捷与快速。

省物联网产业协会秘书长马嘉阳感受到了数字经
济带来的热力。她对记者说，有多家企业出现了CIO
（数字运营官），像森鹰窗业、中央红超市就有职业经理
人在做这项工作。这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让老总看到
了产业数字化不仅仅是投入，还能挖掘出更多沉睡的
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产业数字化不仅仅在办公和生
产流程中，还需要贯穿采购、设计、销售全流程。

春江水暖。龙江数字浪潮出现职业经理人就是风
向标，正因如此，一些业内人士称 2022 年为龙江数字
经济发展的元年。

从六大头部企业签约到一场世界盛会

最先看好龙江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华为、百度、京东、腾讯、中兴及天津
中科，率先北上。

今年5月，这六家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因齐聚龙江而冲上热搜，引起各界
人士关注和热评。黑龙江，老工业基地被众人重新审视。

3个月之后，在哈尔滨举行的 2022世界 5G大会更是吸引了业界眼球，
黑龙江搭乘上全球数字快车。

“老工业基地与数字经济有关联吗？”这是本届大会外界的疑问。
但是随着会议大幕拉开，龙江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进程徐徐展

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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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桑蕾 孙铭阳

“2022 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系列
活动将于12月27日在哈尔滨盛大开幕，
同时举办全国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高峰
论坛，以此为起点，系列独具特色的活动
将持续一个多月，预计到2023年2月5日
结束，将为广大消费者打造一场品乐赏
购一体的冰雪渔业嘉年华。“2022黑龙江
冷水鱼·冬捕季”系列活动由国家农业农
村部、省政府等指导，省委宣传部、省农
业农村厅等部门主办，由省建投集团等
企业承办，以“千年渔猎、生态渔业”为主
题，主要设置五项主体内容。一是在哈
尔滨太阳岛国宾馆举办冬捕季活动开幕
式。二是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大顶子山温
泉旅游区举办全国冬钓大赛。三是在牡
丹江市镜泊湖举行传统冬捕大典。四是
组织省内其他有冬捕条件的地区开展多
湖联动冬捕。五是组织冷水鱼多渠道多
场景营销活动。

省建投集团作为省属综合性产业投
资集团，与旗下北鱼渔业集团、省设计集
团、花园邨和太阳岛国宾馆、建工集团，
联合相关策划和广告企业共同承办本次
活动。省建投集团承担本次活动筹备工
作的总体协调，以及开幕式、冬捕大典、
冬钓大赛、氛围营造等核心环节的组织

实施。
据省建投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在

集团主要领导亲自协调和各子分公司密
切配合下，截至 12 月 25 日，太阳岛国宾
馆开幕式主会场、开幕式主会场至大顶
子山冬钓大赛现场沿线景观、大顶子山
冬钓大赛和牡丹江镜泊湖冬捕大典、龙江
第一村鱼市大集、水产品线上线下销售、
龙江鱼名菜名厨名店评比大赛等方面的
筹备工作已经就绪，“2022黑龙江冷水鱼·
冬捕季”系列活动即将盛装启幕。

太阳岛国宾馆开幕式主会场
功能齐备内外兼修

太阳岛国宾馆承担冬捕季和论坛开
幕式主会场任务，将进行领导嘉宾致辞、
黑龙江冷水鱼品牌推介、“黑土优品”授
牌、“十佳烹鱼厨神”颁奖等多个环节活
动，还将举行隆重的集体签约仪式。馆
区内除了承办开幕式和论坛主会场，还
设置了渔猎文化展厅、冷水鱼展厅和冷
水鱼休闲小食品品鉴区，其中渔猎文化
展厅由黑龙江渔业发展史、赫哲族文化
墙、赫哲历史文化展区、冷水鱼文化展
区、冷水鱼标本展柜区、直播区组成，馆
区内还设置多处冰雕雪雕景观，真实、立
体、全面展示历史悠久的龙江渔业文化
和独具特色的冰雪资源，倾力打造展示

龙江特色文化的重要窗口。

大顶子山全国冬钓大赛氛围
浓厚设施齐全

省建投集团坚持与龙江渔猎历史文
化传承相结合，在太阳岛国宾馆开幕式
会场至大顶子山全国冬钓大赛现场沿
线，呼兰河口大桥起末点处和驿站处设
置2处渔猎文化氛围场景；大顶子山帆船
酒店处设置冬捕主题大型雪雕；同时在
沿途设置雪地嘉年华、冰雪露营等相关
场地为市民开放，为冬钓大赛凝聚人
气。大赛现场用于冬钓比赛配套的房
间、帐篷、休息室、配电等基础设施一应
俱全，满足参赛选手个性化需求。赛后
将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同时开展雪地
嘉年华活动，安排赫哲族游戏、旅游、赫
哲族传统美食环节，从历史和文化角度
赋予“冬捕季”更加充实丰富的内涵。

龙江第一村冷水鱼品鱼市集
传播品牌共享美味

近年来，省建投集团北鱼渔业集团
以打造龙江渔业产业航母为目标，大力
推进绿色有机养殖、渔业三产融合。此
前已有 32 个产品获有机认证，认证数量
近 10 万吨。今年，北鱼渔业集团还开发
了龙江鱼预制菜，与中国渔业协会、大连

工业大学合作制定了龙江鱼预制菜标
准。在此次设立的龙江第一村冷水鱼品
鱼市集上，北鱼渔业集团将正式发布龙
江鱼预制菜标准，并安排几十种特色冷
水鱼供游客选购品尝，黑龙江冷水鱼烹
鱼大赛“十佳烹鱼厨神”的获得者，将亲
自开启为期一个月的龙江名鱼烹饪展示
售卖活动。另外，在龙江第一村主街，设
有多个具有全国各地特色的移动式小吃
车和专用集装箱，美食品种多达上百种，
为游客提供多元体验。

此外，本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冬捕大典，将与开幕式同时在牡丹江镜
泊湖鸣锣开捕。祭祀醒网、壮士出征，既
生动再现赫哲族传统风俗，又注重融合
萨满文化传统，渔把头带领渔民唱响《拉
网号子》，捕出今冬第一网。享受丰收的
同时，开展颇具特色的“头鱼”拍卖、冰面
大网拉鱼、百人铁锅炖湖鱼、赫哲族传统
美食品尝、现场鱼汤品尝及鱼产品销售
等活动。

在充分考虑活动效果的同时，省建
投集团坚持绿色、低碳、节俭办活动的
理念，由旗下省设计集团对整个活动
筹备实施开展全过程咨询和监督，确
保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果，为广大
游客奉献一场独特、精彩、高效的文化
盛宴。

对话千年渔猎 振兴生态渔业

省建投集团为龙江冬捕季提质赋能

本报讯（张颖 记者孙铭阳）
近日，我国首套盾构机用超大直
径主轴承由建龙北满特钢研制成
功。该直径从3米到11米十套主
轴承的滚动体用钢由建龙北满特
钢生产。标志着我国已全面掌握
盾构机主轴承的自主设计、材料
制备、精密加工、安装调试和检测
评价等集成技术，有效解决了国
产高端装备关键基础部件的“卡
脖子”难题。

该主轴承直径 8 米、重达 41
吨，是目前我国制造的直径最大、
单重最大的盾构机用主轴承，将
安装在直径16米级的超大型盾构
机上，用于隧道工程挖掘。经国家
轴承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和专
家组评审，认为该主轴承各项技术
性能指标与进口同类主轴承相当，
满足超大型盾构机装机应用需求。

自研超大型盾构机用直径8
米主轴承。

本报记者 孙铭阳摄

8米直径盾构机主轴承研制成功

1

本报讯（夏曰滨 记者李爱民）哈
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哈电电机）致力于研制清洁、高
效、低碳的高端发电装备，迄今为止，
共参与了28座电站、100台套抽水蓄
能机组的研制，总容量达 2932 万千
瓦，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40％以上，稳
居国内第一。

抽水蓄能技术是目前世界公认
的技术最成熟、经济效益最好、最具
灵活性、安全性最高、寿命最长、环境
污染最少、应用最为广泛的储能技
术，我国抽水蓄能市场需求巨大前景
广阔。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哈电电机
便开启了抽水蓄能机组研制之旅。
从100米水头段到800米水头段的跨

越，从水泵水轮机初步研究到卡脖子
难题的突破，哈电电机逐步掌握了一
套独有的抽水蓄能研发制造体系，引
领我国抽水蓄能装备研制驶入“快车
道”。

依托抽水蓄能机组开发，哈电电
机创新研发了大扭转翼型长短叶片
转轮，在各水头段上均形成有鲜明哈
电特色的长短叶片转轮型谱，率先攻
克水泵水轮机“S”特性和“驼峰”特性
等世界性难题。近十年来，哈电电机
在发电装备领域共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 4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60 项，取
得了一大批原创和核心专利技术成
果，一次又一次把性能优异、安全可
靠的水电“皇冠上的明珠”镶嵌在祖
国的大好河山。

哈电抽水蓄能机组
稳居国内市场第一

龙江
创造！

今 日 看 点

五个一聚力
促项目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