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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1月 1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华盛
顿州中学师生代表回赠新年贺卡，致以新
年祝福，表示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共同为和平和正义
而战，两国人民的友谊经受了血与火的考
验，历久弥新。希望中美两国青少年继续
积极参与“未来 5年邀请 5万名美国青少
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加强交流互动，增

进相互了解，传承传统友谊，为推动中美
关系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此前，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
交流协会和林肯中学、体育场中学曾参加

“5年 5万”倡议访华的师生代表向习近平

主席夫妇和全中国人民致新年贺卡，100多
位老师和同学在贺卡上签名。师生们在贺
卡上用中文书写：“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喜
迎新年，和平万岁，中美友谊长存！”

习 近 平 和 夫 人 彭 丽 媛 向 美 国
华盛顿州中学师生代表回赠新年贺卡

本报2日讯（记者郭铭华）2 日，省政
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第二十二次
集体学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结合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辅导资料和工作实
际，聚焦建设文化强省重点任务深入交
流研讨。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
主持学习并作发言讲话。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陈
海波、郝会龙、张显友、马立群、庞达、迟
子建、韩立华、钱福永、徐利刃参加学习
并发言，徐建国、邵国强作书面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
富、博大精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谋定了宏伟战略，为中华文化传承
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党巩固执政基础凝
聚了磅礴力量，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充实了丰富内涵，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
供了中国方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自信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切实以
中华文化的积淀传承与创新发展，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和中
国梦的光明前景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从
中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力量源泉。

会议指出，龙江优秀传统文化彰显

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坚定文化自
信的历史财富；龙江革命文化书写了党
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艰辛历程，是坚定
文化自信的重要元素；龙江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诠释着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
大成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
挖掘好、阐释好、传承好、运用好我省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等方面具有的特点和作出的
贡献，能够为龙江在振兴发展和强国复
兴伟业进程中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丰
沛源泉，注入新的活力。

会议强调，要把坚定文化自信作为
政协履职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积极建言

献策，围绕助力落实党中央关于文化建
设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选好议
题方向，定好议题切口，紧扣推动我省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深入协商议
政，助力形成更多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
支撑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
成果；广泛凝聚共识，讲好中国故事、宣
扬中国精神、阐述中国道路，促进形成
共识、积极传播共识、不断深化共识，助
力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
心态；做好文史工作，不断蓄积历史底
气、展示时代朝气、弘扬进取志气，为龙
江坚定文化自信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
力量。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蓝绍敏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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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1月 2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互
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4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
面战略伙伴。建交 45 年来，中厄关系始
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近年来，双方政
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
丰硕，中厄友好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

中厄自由贸易协定顺利签署并生效，有
力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两国关系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我高度重视中厄关
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
建交 45周年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深
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厄关系再上
新台阶。

诺沃亚表示，厄中建交 45 周年是具

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45 年来，双方在
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建立了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厄瓜多尔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
厄中自贸协定生效，有力增进了两国人
民福祉。厄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协作，
深化友谊、对话与合作，建设共同繁荣的
未来。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就中厄建交45周年互致贺电

□王继红 本报记者 刘楠

2024年末，我国重要原油生产基地——中国石油大
庆油田捷报频传：连续 10年实现原油高质量稳产；连续
14年实现天然气稳定增长；三次采油产量再破千万吨，提
前实现连续23年超千万吨；外围油田原油产量提前66天
突破 600万吨；新能源自消纳发电量超 7亿千瓦时，是历
年累计发电量的1.4倍。

向“上”而行 当好保障能源安全“顶梁柱”

端稳能源饭碗，千方百计稳油增气。大庆油田开发
系统开展“稳油增气、创新创效”劳动竞赛，统筹实施

“551”精准开发策略，扎实开展水驱综合挖潜、三采优化
提效、天然气产能提升等重点工作，确保长垣老区油田压
舱石“稳得住”，外围油田效益开发“上得去”，天然气生产
连年稳定增长。

“多产油气是采油队的责任担当。”在大庆油田采油
一厂第三作业区中四采油队，班长王一伦白天盯在现场，
晚上和技术骨干研究开采数据。作为“三老四严”发源
地，他们靠极限管理挑战管理极限，以严实作风为实现该
厂6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贡献力量。

“产能提升的核心离不开新井的开发，我们必须坚守
在冬季保供的关键‘战场’。”大庆油田采气分公司监督管
理中心主任王震宇协助基建人员搭建好防风棚，只为在
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中保证焊道质量。今年，徐深气田
新建产能已投产的 6口新井各项运行参数正常，生产状
况良好，累计产量已超过 3277万立方米，为实现该分公
司27亿立方米的产量目标再增“新气”。

当前，大庆油田正在开展以“大干 50 天，上产 1000
吨”为目标的夺油上产行动，压裂、小修、测试施工争分夺
秒、有序推进，全力推动原油日产能力再提升。

向“新”而行 当好绿色低碳转型的“排头兵”

“喇嘛甸油田是新能源建设的先行者、示范者，我们
要把好项目建设的每一道关口，让新能源工程质量经得
起子孙万代检验。”

在喇嘛甸低碳示范区，大庆油田采油六厂新能源办
公室干事刘美洲正仔细排查光伏二期电缆铺设安全隐
患。2024年，该示范区光伏一期8座电站全部并网发电，
累计发电超 1亿千瓦时。目前，光伏二期项目总体基础
建设已完成95%，预计2025年初全部并网发电。

大庆油田认真把握绿色低碳时代“端牢能源饭碗”的
深刻内涵，积极推进新能源与油气业务融合发展，实现了
新能源项目自主设计、施工、运维一体化，全力构建“油、
气、新能源”多能互补新格局。

截至 2024 年 12 月 19 日，大庆油田自消纳风光发电
项目并网累计 47万千瓦，发电量近 12亿千瓦时，居中国
石油首位。目前，在建风光电项目达到 19项，装机规模
较2023年同期扩大了6倍。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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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咏梅

中西合璧、见证哈尔滨“老道外”百年
风云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是国内
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
建筑群，成为“尔滨”旅游热门景区。
2024~2025冰雪季，“尔滨故事”文旅项目
入驻其间，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地标，衍生
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

“聚焦中华巴洛克艺术殿堂核心定
位，打造与中央大街相得益彰的城市新名

片”，乘风破浪，抓住龙江冰雪产业发展契
机——哈尔滨市道外区委区政府与中侨
实业集团强强联合、深度融合创新，打造

“尔滨故事”全产业链。走向世界的“国际
滨”，正在激活文旅产业新活力，携手共创
黑龙江冰雪经济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

需求质的转变，打破传统景区
的边界

作为文旅消费主力军的游客群体，对
文旅产品的需求发生了质的转变，不再满

足于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更渴望深度
体验旅游目的地的生活与文化，在品质
与内涵的深度上追求精益求精，寻求旅
游体验感极致的满足与独特性。文旅产
业战略思维、发展模式和市场需求，正在
发生着深刻变化。

基于此，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打
破了传统景区的边界 ，携手共建“尔滨故
事”文旅项目：赓续城市文脉，聆听“老道
外”百年故事，通过场景还原、演艺、NPC
互动等形式，讲述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光

辉岁月和璀璨文化。其品牌内核——作
为全国首个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植入新业态、新场景，创造新消费，以国
际文旅景区+沉浸式体验街区+数字贸
易产业园区“三区一体”的发展理念，打
造沉浸式文旅新地标。中侨实业集团
1997年涉足文旅行业，27年风雨兼程，先
后打造了十余个 4A级、5A级旅游景区及
文旅特色项目，此前中侨实业集团亦有
河北·唐山中侨·四海唐城文旅运营成功
案例。 （下转第三版）

“尔滨故事”激发“国际滨”文旅产业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赵一诺）日前，由哈尔滨工
业大学教授张立宪团队承担研制的，中国首
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航天员智慧
助手“小航”功能测试在轨验证成功，于 2025
年第一天亮相中国空间站。“小航”通过航天
员语音指控无遥控器使用旨在替代/协助航
天员在空间站内移动拍照、舱内巡检、物资管
理产品状态检查、答疑解惑与航天员情感互
动等。

图为中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
人亮相。 图片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提供

智能飞行机器人
“小航”亮相中国空间站

哈尔滨蝉联冰雪游热门城市榜首

春节假期订单量同比增长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