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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放眼中国经济版图，长三角地区以
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 17%的人
口，创造了全国近 1/4 的经济总量，是经
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

11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
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长三角“进一步
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
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2018年11月5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郑重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长三
角重大历史使命，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
入强大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明确指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重大使命、重点任务、方法路径、根本保
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长三角地区
紧扣“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
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
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

高地”的战略定位，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长三角新篇章。

“必须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

11 月 8 日，随着一声发车指令，一列
满载输配电设备及工程机械、光学仪器等
货物的列车缓缓从上海铁路闵行站驶
出。列车将沿沪昆铁路一路向南，从云南
磨憨口岸出境，沿中老铁路驶往老挝万
象。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纪事

新华社上海12月1日电（记者梅常伟）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1月 29
日到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视察，强调要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海警力量建设运用特
点规律，提高海上维权执法能力。

初冬的上海，风景秀丽，清爽宜人。上午 10 时
15 分许，习近平来到东海海区指挥部机关，在热烈
的掌声中，亲切接见该指挥部有关同志，同大家合影
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东海海区指挥部工作汇报，通
过视频察看海警舰艇编队执行任务情况。习近平对
东海海区指挥部建设和完成任务情况给予肯定。

习近平强调，要有效维权执法，坚决捍卫我国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建立健全海上执法协作配合
机制，依法严厉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国海
洋经济健康发展。要务实开展海上执法对外交流合
作，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治理。

习近平指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整体谋
划和工作统筹，制定好路线图、施工图，扎扎实实提
高指挥部建设水平。要抓好相关改革任务落实，推
动力量体系优化升级，为指挥部建设创造更好条件。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加强指挥部党的建设，确保
政治过硬。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要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取得扎实
成效。要严格教育管理，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
实，确保秩序正规、安全稳定。要高度重视基层建
设，锻造坚强战斗堡垒，提高基层自建能力。各级要
满腔热忱为基层排忧解难，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积极
性，齐心协力开创指挥部建设新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时强调

把握海警力量建设运用特点规律
提高海上维权执法能力

□本报记者 吴利红

居家过日子，水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受供水设施老化等因素影响，用水不便捷
甚至时常断水，在我省部分地区还时有发
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百姓的生活质量。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针对供水问题，
省住建厅、各地住建局同题共答，积极解
决部分地区百姓吃水难问题。日前，记者
走访了鸡西、牡丹江、肇东、齐齐哈尔等
地，亲身感受住建部门努力改变百姓吃水
难的现状，聚焦供水薄弱环节，加快补齐
饮用水安全保障短板，让百姓吃水更顺
畅，水质更优质。

10409户居民彻底告别吃水难

鸡西市恒山区二道河子矿富景花园
小区新旧供水管线切换施工现场，施工人
员正在全力推进施工进程。看着施工人
员忙碌的身影，小区居民说，这吃水难的

问题眼看着就能解决了。
距离施工现场不远的二次供水泵站

刚投入使用，解决了附近4000余户居民吃
水难问题。走进泵站内，供水设备更换一
新，全部进行数字化监控，时时对水质进
行分析监测，一旦出现指标不符合要求，
立即上报到市供水公司第一时间处理。

“今年对二道河子、张新、小恒山矿等四座
二次加压泵站工艺升级改造，达到智慧化
要求。四座泵站投入使用，10409 户居民
彻底告别吃水难。”鸡西市供水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玉才说。

鸡西市住建局“三供一排”服务中心
主任孔令成说，近年来，鸡西市不断强化
对居民供水条件的改善，通过精心谋划整

改方案、深入推进更新改造等措施，全力
解决居民“吃水难”问题。

鸡西市供水有限公司全力加快张新、
二道河子、小恒山矿三供一业新旧供水系
统切换工作，年底前完成23栋楼房新旧供
水管线切换，使三个矿区楼房全部改由二
次加压泵站供水，提升供水压力，满足用
水需求。

鸡西市滴道区完成新建1.5公里供水
主线及平房区泵站主体改造，临时解决了
3011 户平房区居民吃水难问题。明年动
迁后，将彻底解决全天供水问题。梨树区
10 月底已解决 1190 户平房吃水难问题。
2024年将通过改造管网和新建蓄水池，彻
底解决剩余 3070户平房及 1500户楼房全

天供水。
今年 4 月份开工建设的龙江县铁道

南区域供水工程建设项目，在省、市、县住
建部门联合推动下，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工程新建给水管道 154.7 公里，消防水鹤
2 座。工程完工后，5831 户居民将用上自
来水。

水质更优用水更便捷

良好的水质是百姓生活的基本要求，
更是百姓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我省各
级住建部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
饮水安全作为一项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工
程来抓，不断提高居民饮用水水质。

（下转第三版）

用上放心水 生活更甜美

本报讯（记者王迪）记者从中国铁
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
尔滨局集团公司）获悉，今年 11 月份，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612 万人
次，同比增长 498.2%，我省热门旅游城
市铁路日均客发量显示，漠河同比增长
416%，哈尔滨同比增长513%，亚布力同
比增长 1308%，冰雪游呈现加速回暖、
复苏强劲趋势。

今冬首趟冰雪旅游专列已于11月
底正式启动，本月即将开行的“林都号”

“呼伦贝尔号”两趟全国最具特色的旅

游专列一经推出即告爆满，农历春节班
次已提前3个月售罄，目前部分热门线
路预订已排期至明年 2 月中旬。哈尔
滨局集团公司今冬将首次策划推出哈
尔滨—雪乡—伊春—哈尔滨，哈尔滨—
雪乡—抚远—伊春—漠河—哈尔滨两
条冰雪游环线项目，串联起“冰雪城市”

“冰雪小镇”“冰雪森林”等旅游资源，满
足游客“一线多游、车随人走、景随车
移”的出行体验。至明年 1 月底，哈尔
滨局集团公司计划开行28趟冰雪旅游
专列，有望创历史新高。

冰雪季首月
哈铁发送旅客破600万人次

□本报记者 李淅 石琪

1.3万平方米的展示现场，5大特色
展区，300 多家企业，100 多位艺术家，
九大类别、万余件展品……

好看、好玩、有趣、乐购、爱不释手！
12月1日，是为期3天的2023黑龙

江国际文化产业暨创意设计博览会（简
称“龙江文创会”）开展首日，记者在馆
内逛了一天，探展这个黑土特色+创意
赋能的展会。

走进位于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C
厅的“龙江文创会”展厅，你一定会被美
丽、时尚的冰雪元素锁住双眼。在黑龙
江文化和旅游产业展区一入场，省文旅
厅以“创意放飞冰雪梦”的创意、蓝白的
冰雪主色调，进行了独特布展，突出体
现了以创意设计推动龙江冰雪融合发
展的成果。

现场以灯箱、图片展示的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亚布力风景
区、中国雪乡、牡丹江林海雪原、伊春冰
雪旅游资源和漠河中国北极风光等特
色冰雪旅游景点，让观者身临其境地感
受到诱人的“冰雪世界”魅力；“何所
有”、非遗满族旗袍、渤海靺鞨绣工艺
品、恋上哈尔滨文创、北沉香、赫哲族鱼
皮制品、俄罗斯油画艺术衍生品等我省
各地特色的文创产品，将“龙江味道”

“龙江元素”与潮流文化相结合，与龙江
冰雪文化相呼应，为观者呈现了独具龙
江冰雪特色的文化大餐和视觉盛宴。

徜徉在“龙江文创会”展厅，宛如一
个艺术大展。包含陶瓷、雕刻、纤维、金
属、首饰、编结、印染、织绣、漆器、鱼皮、
桦树皮等工艺的多个类别的美术作品
精品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流连品味。

（下转第二版）

当美丽、时尚与创意交汇
探展2023黑龙江国际文化产业暨创意设计博览会

□本报记者 付宇

哈尔滨市刚毕业的孙同学，想在香坊区幸福路附近开一
家咖啡店，打开“e冰城”APP，点击创业安家地图，他查看了
附近咖啡店、甜品店数量，以及附近小区、学校、商业设施分
布情况。大数据显示，这附近是餐饮街，客流量较大。于是，
他决定在这里开启“创业之路”。而为他提供创业精准研判
的，是“e冰城”APP依托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使用的市场、住
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支撑。

鸡西市李先生来到鸡西市城管局，想申请在市中心某
广告牌上发布广告，办理业务时，他只提供了身份证，市城
管局就自动调用了用户企业信息，实现了自动填表、数据核
验和电子证照自动引入，李先生轻轻松松就完成办理。这
是鸡西市依托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使用了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企业基本信息验证接口服务”等数据资源，不需要办
事人员再额外提交材料。

牡丹江70岁的王奶奶想要申请法律援助，当地司法局
法律援助中心通过数据接口的共享查询、核验功能，在线查
询到王奶奶身份信息，不再需要她提交身份证明等材料。
这是牡丹江市依托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使用了公安、民政、
市场监管等部门的11个数据接口进行交叉核验，不需要群
众再到其他单位另开证明，减轻了群众负担。

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依托于省政务数
据共享交换平台，我省以推动全省政务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全省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动
政务数据共享应用，超前谋划、一体推进，在政务数据共享
应用工作方面取得了新成效。

“我省通过开展数据汇聚治理和共享应用，解决各类政
务信息系统数据共享难的问题。各地各部门通过数据共享
推动办事和审批流程再造，最大限度精简和优化办事程序，
缩短办理时限，通过‘键对键’减少‘面对面’，让‘数据跑’代
替‘人员跑’，更好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省营商环境建设
监督局大数据建设管理处处长孙广煜说。

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上连国家平台、下连市地平台，
横连各中省直部门系统，形成上下贯通的政务数据传输通道，
为各地各部门提供数据共享服务，支撑跨部门、跨地区、跨层
级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截至目前，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共接入55个中省直部门、13个市（地），与市政务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实现高效联动。数据调用总量53.5亿次，单日最大数
据调用量达1200万次。

为解决一些单位和部门“不会共享数据”“不敢共享数
据”的问题，省营商环境局开展了数据共享应用“案例教
学”，围绕不动产业务办理、公积金业务办理、人社业务办理
等企业和群众常用的热点业务，在业务办理中让办事系统
自动共享数据代替企业群众交材料，形成相关案例127篇，
让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推动数据活起来、用起来，“会用数
据、善用数据、巧用数据”逐渐成为各地各部门工作新常态。

为加大数据共享汇集力度，按照“应编尽编”原则，省营
商环境局还编制了全省一体化政务数据目录，形成全省政
务数据资源“一本账”，汇聚数据总量超过 1000 亿条，为满
足融合数据需求做好数据支撑。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政务数据应用于更多服务场景，
鼓励各地各部门开展应用场景创新，营造数字化工作和生
活环境，让企业和办事群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
便利。”孙广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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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视察。这是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摄

本报1日讯（记
者张磊）12 月 1 日
18 时 42 分许，神秘
绚丽的北极光再次
现身大兴安岭，并
与中国最北点高清

“同框”。
据 介 绍 ，根 据

磁爆数据预测，当
地不少摄影爱好者
早早作好准备，用
镜头记录下这一罕
见的神奇天象。

极光是太阳带
电粒子进入地球磁
场时，与大气中的原
子和分子碰撞并激
发，产生光芒，形成
极光。通常在地球
南北两极附近地区
夜间高空出现，当地
磁指数较高时，极光
爆发强烈。

在龙江第一湾
景区看到的北极光。

王晓峰摄

闪耀 中国 最北点北极光

牢记嘱托 奋力开创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振兴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