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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如今，查干湖鲜鱼年产量 5000吨，年

均消减氮12.7吨、磷0.65吨，鱼肥水美相得益彰。

在查干湖渔场，记者偶遇“渔把头”马文岩，

他是查干湖冬捕渔猎文化非遗项目第 21 代传承

人。“查干湖的鱼为啥好吃呢？”对于记者的问题，

马把头兴奋地说，“查干湖水质好，鱼的营养就

好；湖面多风，鱼在水浪里运动多，肉质就好。这

湖水，这条鱼，都活了！”

花竞放。

随着查干湖水域生态不断改善，松原年均降

雨量明显增多，地表植物渐次生长，湿地面积持

续增加，被精心打造成百花争艳的锦簇景观。

在查干湖景区北部的契丹岛百花园，紫色花

海一望无际。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生态保护局

局长赵云江说，“这是马鞭草，全草可供药用，还

能提取精油。百花园种植了上百种花卉，把赏花

游园、湿地保护和药用原料结合在了一起”。

玉龙湿地则是另一番韵致。这里种植了万亩

荷塘，每逢夏秋，风荷凌举，美不胜收，景区依此

组织的圣湖荷花节活动深受游客喜爱。荷花、蒲

草等水生植物既能净化水质，还能向荷叶宴、荷

花茶、莲子制品等产业延伸。

荷花的浇灌用水来自查干湖旅游岛生活污

水处理厂，厂长周建阳介绍，“污水净化后可达一

级 A 类标准，作为浇灌和绿化用水注入景区”。

鸟翔集。

水质好转，湿地扩大，查干湖成为候鸟迁徙

通道上的重要补给站。在野鸭湾湿地公园，绿头

鸭畅游水中，湖间沙汀上，大雁鹅和湖鸥在日光

里悠闲地梳理着羽毛。

近年来，查干湖周边湿地成为鸟类栖息的乐

园，鸟类品种增至 276 种。“2023 年首次观测到

‘鸟类中的大熊猫’东方白鹳安家筑巢，生态环境

质 量 指 示 物 种 青 头 潜 鸭 也 从 3 只 增 加 到 了 45

只。”松原市林草局四级调研员武跃猛如数家珍。

数字化技术让保护区管理更具智慧，查干湖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杨敬爽说，“保护

区布局了监控天眼、地面巡护车辆和渔政用船、

空中无人机等全方位数字化系统，天、地、空全覆

盖，实时掌握鸟类状态，监测种群变化”。

以查干湖为引领，松原全市的生态系统多样

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增强，现有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湿地

保护区 11 个，丰富的生态要素和生态资源成为

经济社会发展的厚重底色。

宜客富民，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查干湖，以冬捕闻名遐迩，从辽金时代延续

至今。每年冬季，都有大批游客涌入这个“中国北

方最后的渔猎部落”。随着渔把头一声威凛的“上

冰”，冬捕队伍向冰面进发，祭湖醒网、扭矛走钩、

冰下行网、马拉绞盘、拉网出鱼⋯⋯万尾鲜鱼腾

出冰湖，这是渔民的丰收，更是自然的馈赠。

松原人民时时不忘“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

字招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冰天

雪地和绿水青山都变成金山银山。今年初，前郭

查干湖景区被评定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成为

带动吉林西部旅游的新动能。

盘活“渔”特色。

“冬捕在查干湖，查干湖在松原”——松原市

以查干湖冬捕为最大 IP 发展特色文化旅游。2023

年底启动的查干湖第 22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盛

况空前，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2.6万人，创历史新高。

得益于湖水持续改善，“查干湖”鱼相继获得

国家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在查干湖渔业有

限公司鲜鱼加工车间，供销部部长李鹏说，“一条

大鱼动辄十几斤，过去都是整条直寄，现在我们

新增分割鱼，不同品种配成礼盒，给消费者更多

选择，鱼场年销售额可达 5500 万元”。

最“豪横”的卖鱼当属冬捕节现场的头鱼拍

卖。头鱼是每年冬捕第一网鱼中最大的一条，拍

卖价格从 2002 年的 888 元一路飙升至今的数百

万元。查干湖生态环境保护慈善基金随之成立，

头鱼拍卖所得全部用于购买查干湖增殖放流鱼

苗，推动渔业永续发展。

鱼美味，渔精彩，松原不断探索“渔文化”的

更多现代感和可能性。

在查干湖景区游客中心，游客张先生欣喜地

展示刚给孩子购买的立体拼图，“拼成鱼的形状

后，放在水里还能游起来，很有创意。”这款名为

“查干小胖”的益智类拼图获得 2023 中国特色旅

游商品大赛金奖，是由松原本地企业鼎润文化民

族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

来到鼎润文创产业园，记者又被“指尖上的渔

猎文化”——鱼皮画深深吸引。一幅幅用熟制鱼皮

缝制而成的画作，饱满立体、栩栩如生地再现冬捕

盛景。鼎润文化总经理徐毳说，“鱼皮画是吉林省

非遗项目，多次作为松原礼物走向世界”。

写好“绿”文章。

查干湖，不只是冬捕。松原市深挖生态资源，精

心布局“春捺钵、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四季旅游

和“十二缘月”系列文旅活动，月月都有新看点。

记者采访查干湖生态旅游集团董事长孙臣

时，他的手机不时响起。“有时候，一天能对接十

几个项目。”孙臣语速很快，“总书记考察之后，我

们重新编制了查干湖旅游发展规划，并将原来的

旅游集团更名为生态旅游集团，结合四季时令和

生态资源，主打生态旅游项目。”

为提高旅游的体验性、丰富度和吸引力，查

干湖上线了亲水乐园、旅拍露营、研学中心等 20

多种生态旅游新业态。“湖很大，水很美，关键还

得留住人。”孙臣坦承，“琢磨一些留人过夜的项

目，对景区发展很重要。”

生态资源和体育元素碰撞出了火花。2023 查

干湖环湖马拉松赛共有 5337 人参赛，却成功引

流 51264 人次，赛事当天全市旅游综合收入近

5000 万元。赛事组委会负责人刘凯说，“参赛选手

需要提前一两天来熟悉场地，许多人还会自带观

众，都是景区潜在游客。组委会提前在赛道起终

点设置商贸街区，留住选手，拉动消费”。

数据显示，全国至少有 300 个城市举办过马

拉松赛事。“查马”优势何在？刘凯说，“查干湖是

我们最大的品牌，好生态是我们最大的底牌”。

查干湖生态旅游实践像一盏灯，照亮了松原

一区四县（市）全域旅游发展。“以一湖带一城，打

通文、旅、体、商、农多个领域。”松原市文旅局局

长李丽娜说，哈达山森林秘境营地、乾安泥林国

家地质公园、长岭航空营地、扶余不夜城等，都已

成为耀眼的松原名片。

“游”出新境界。

沿着查干湖生态小镇步道，游客可直达查干

湖景区东大门，沿途近赏湿地美景。“步道是用

70%的秸秆和 30%的生物质板材制成的。我们最

大限度使用清洁能源、各类生物质资源和低耗能

设备，致力建设零碳小镇。”查干湖生态小镇综合

协调负责人张冠楠说。

为缓解旅游开发给查干湖中心区带来的环

保压力，松原市将大批服务配套设施迁出，在景

区外围规划建设查干湖生态小镇，“用景区吸引

人，用小镇留住人”。

“用小镇留住人”，无疑需要更优质、更丰富

的旅游产品。生态小镇融合自然生态与文旅康

养、商贸休闲、会展演艺，按五星级标准打造温泉

酒店项目，规划建设适合亲子游玩的千年渔猎部

落主题乐园，用更多创新项目为流量赋能。

留住人的前提是吸引人。近年来，松原市加大

旅游推广力度，扩大重点客源市场，与更多城市通

航直达，还有旅游专列直达生态小镇。2023 年，松

原 市 接 待 游 客 2150.0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367.35亿元，两项指标均为 2019年的 2倍左右。

生态旅游红火了，首先尝到甜头的是查干湖

周边村民。

在紧邻景区的西索恩图村，屋舍俨然，道路

整洁，鱼馆、民宿招牌鳞次栉比。“村里的饭店、民

宿有 96 家，去年国庆假期几乎家家爆满。”西索

恩图村党支部书记王祥说。

赵宇就是“村民变老板”的佼佼者。她家的

“龙德祥渔庄”开张 11 年来，从最初的三间小瓦

房发展成两家酒店，营业面积 2000 多平方米。赵

宇感慨，“都说靠水吃水，查干湖越来越美，游客

越来越多，我们就靠这个过上了好日子”。

2023 年，查干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03.99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5.55 亿元。

追风逐光，生态能源求新求绿

很久以来，提起松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石油

生产基地——吉林油田。松原因油而建、因油而兴。

石油经济一柱擎天，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

了隐隐的“不安”。高峰时期，石油工业产值占全市

工业九成以上，国际油价一有“风吹草动”，松原经

济就会“打摆子”。经过 60多年开发，吉林油田丰度

和产出日渐式微。采油成本高企，叠加国际油价波

动等影响，2015年以来吉林油田连续7年亏损。

改变迫在眉睫。松原市全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传统能源提质增效、培

育壮大绿色低碳新动能，“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

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查干湖湿地，芦苇摇曳、水鸟怡然，亚洲最大

陆地采油平台——吉林油田新立采油厂 16 号平

台镶嵌其中，静静地开采着石油。

覆盖 56 口油井，控制地下含油面积 400 万平

方米，地上井场面积却只有 1.8 万平方米，比传统

井场永久征地面积减少 80%，石油采收率提高 8.7

个百分点。“传统布井位置分散，采油平台把多口

井集中起来，节本增效成果显著。”吉林油田新立

采油厂一级工程师刘可新说。目前，吉林油田已建

成 22个集约化大平台，整体能耗降低 25%。

平台化集约布井可以“挤”出效益油，但要实

现经营根本好转还得寻找新的增长点，吉林油田

毅然选择进军新能源。

2023年8月，新立采油厂Ⅲ区块光热系统并网

运行，标志着亚洲最大陆上采油平台集群零碳示范

区建成投运，我国第一桶“零碳原油”在此诞生。

“油田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被捕集，

通过‘绿电’注入地下‘驱油’，提高采收率的同时，实

现零碳排放，产出‘零碳原油’。”吉林油田公司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丛二丁说，减去高能耗、加上绿动

能，老油田焕发新活力。2022年12月末，吉林油田实

现上市与未上市“双扭亏”、账面与预算“双盈利”。

脚下有石油，头顶有风光。让城市经济“绿”

起来，松原不忘抓住风光资源，增强绿色动力。发

展新能源产业，松原有潜力、有机遇。

潜力在于，松原风光资源丰富，风电可装机

量约 2300 万千瓦，光伏可装机量约 1500 万千瓦，

分别占吉林全省资源总量的 33.3%和 32.6%。

机遇在于，近年来，吉林省着力利用风光资

源，打造“陆上风光三峡”，松原被列为吉林省西

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核心城市之一。

过去，不乏有地区出现投资过剩、弃风弃光

现象。“在求快的同时，必须求稳求长远。”松原市

能源局副局长刘刚说，松原从一开始就按照全产

业链思维布局，力争发得出、用得好、造得了。

发得出，既抓住风，也留住光。

“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曾经让人颇为

无奈的松原大风，如今成了被追捧的财富。

香港中电集团，专为“追风”而来。早在十几年

前，因看中松原丰富的风能资源，中电集团分两期

投资建设规模 99 兆瓦的风电场。2021 年，中电集

团抓住松原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政策机遇，投资

7.34 亿元，建设规模为 100 兆瓦的三期平价项目。

“松原转型发展，为我们带来了‘绿色商机’。三期

平价项目 2022 年全年总发电量 390GWh。”中电

乾安网新风电有限公司厂长张子富说。

风光互济，多能互补。一块光伏板一天能发多

少千瓦时电？置身在光伏板叠立的“蓝海”里，乾安

县祥安新能源有限公司光伏电站站长寇奚闻告诉

记者，2.5 千瓦时，11 万块光伏板一年发电量可达

9000 万千瓦时。“板上发电，板下水域还养着鱼。”

寇奚闻说，这叫“渔光互补”，光伏板的遮挡能减少

水分蒸发，抑制藻类繁殖，实现渔电双丰收。

用得好，既要大规模开发，也要高水平消纳。

“风光变能源”不难，难的是“风光变现”。新

能源产业要立得稳、用得好，拓展“绿电”应用场

景是关键一环。

2023 年 9 月 26 日，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项

目正式开工。这意味着，松原新能源就地消纳有

了一条可行通道。

“如果简单地发电卖电，将生产的‘绿电’全部

外送，等于把大部分价值送了出去。”能建绿色氢氨

新能源（松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翔说，氢能产业

园“源网荷储”一体化，自建 800兆瓦风电光伏新能

源，产生的绿电90%自用，用来生产氢、合成氨和甲

醇。通过“绿电”和化工的耦合，变“电力输出”为“产

品输出”，把产业价值真正落在了当地。

造得了，既要“绿电”，也要“绿电制造”。

自动上料、焊接、叠层⋯⋯历经 10 余道工序

后，一块块 550W 光伏板成型下线。

“高峰期我们每天生产光伏板1万块。项目分两

期建设，一期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12亿元。”

正泰集团松原市新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外联管

理王玉强说，来松原投资生产，既是看中了当地完善

的产业链布局，也是被松原的求“绿”之心所感动。

从“风光发电”到“风光制造”，松原新能源装

备制造业蓄能起势。中车、正泰、吉林油田等百亿

级风光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相继落地投产，首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追风逐光”的松原还有更远大的志向：力争

到 2025 年，全市新能源年发电量突破 620 万千

瓦时，占全省的 40%；年产风机 2 万台套、太阳能

电池光伏组件 5 万套，占全省的 60%；新能源全产

业链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年实现利税 40 亿元。

延链增效，生态农业向精向高

地处“黄金纬度”，卧“三原”、汇“三江”，得天

独厚的生态优势，孕育出粮仓、肉库、鱼乡的丰饶

松原——2023 年，松原市粮食产量突破 156.2 亿

斤，再创历史新高。

松原人“吃得饱、吃得好”，但始终难言“富裕

了”。看产业，农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结构单

一；看品牌，叫得响、认得出、立得住的农业品牌

少之又少。守着好生态、好物产，却一直居于产业

链末端。困局怎么破？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上创造更多经验。松原思之于心、践之于行：沃土良

田，只有回归生态，寓于产业，才能幻化出无限可能。

守好自然馈赠的生态宝地。

对松原人来说，黑土地是倚仗、是命脉。保护

好黑土地的“健康”，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

每逢秋季，刚刚收割完的玉米地上总会披盖

厚厚一层“秸秆被”。“这叫‘秸秆还田’。”宁江区

杨家村党支部书记黄艳雨告诉记者，秋收之后，

将玉米秸秆覆盖还田，防止风蚀水蚀、抗旱保墒，

秸秆腐烂等于给黑土吃了“营养餐”，能使黑土耕

层变厚，地力增加，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将农田变良田，离不开高标准农田建设。高

标准“高”在哪？在长岭县流水镇四间房村，记者

看到田间点缀的机电井和平整的机耕路。“以前

种地，全靠柴油机抽水，费用大、利用率低。”村党

支部书记陈占超说，现在田里打井铺路，还配套

了电力设施，打开机井连接管道随时能灌溉，一

公顷地光浇水就能节省 500 元。

土壤肥了，标准高了，生产方式也要跟上。

“走一条集约、高效、安全、可持续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大遐畜牧场党委书记、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子良说，大遐畜牧场是乾安县

玉米主产区之一，过去耕种方式传统，化肥农药

依赖重。2019 年，公司集约 1 万亩耕地进行示范

化经营，全部推广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等绿色

种植技术，增产增效明显：平均亩单产由 1600 斤

提高到 2000 斤，每亩纯利润增加 297 元。

填平久居人后的价值洼地。

多产粮、产好粮，也不能只产粮。“农业不加

工，等于一场空；农业不成链，到头不赚钱。”

如何变绿色为效益，让好资源转化成好产

业？在希望的田野上，松原寻找解锁的“钥匙”：减

少原字号，做大精深加工，推动产粮大市向产业

强市转型。

一根市场价 0.8 元的玉米，速冻后能卖 1.5

元，加工成鲜食玉米能卖 2.5 元，而包装成鲜食玉

米礼盒，有的品种 10 个能卖 98 元。在禹稷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农产品加工让玉米身价大涨。

“为确保一个‘鲜’字，种植上，我们实施水肥

一体化，减少农药用量；加工上，从采摘到包装成

袋，全程不超过两小时。”公司经理张启明说，他

们将鲜食玉米搬到线上销售，每月约有 30 万单

从这里奔赴全国人民的餐桌。

同样是加工玉米，嘉吉生化有限公司则主打

精深加工。一车车玉米运进来，变成玉米淀粉、高

果葡糖浆、麦芽糖浆、糖醇等多个产品输出去，市

场价值大幅提升。“粮食就地加工转化，既方便了

农民卖粮，又稳定了粮价。”公司总经理高玉凤

说，嘉吉生化每年可加工处理 200 万吨玉米，相

当于松原全市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农产品加工由“初”转“精”，农业产业则实现

了链条式发展。近年来，松原市着力打造玉米、水

稻、杂粮杂豆、生猪、禽蛋、生态渔业和果蔬等八大

产业集群，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突破 500亿元。

打造绿色有机的品牌高地。

“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

2015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殷殷叮

嘱。紧跟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松原坚持打生态牌、走

特色路，创建绿色农业基地，培育区域公用品牌。

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品质的前提是品种。“以

前我们对绿色有机的理解有偏差，以为认个标、

挂个牌就可以了。结果市场不认可，品牌一直没

有打出去。”二马泡绿色米业集团总经理肖会智

说，这几年，他们从源头抓起，培育更适宜当地气

候条件的水稻种子；创新会员制销售模式，会员

认养一亩地，大米就能送到家⋯⋯如今，公司有

机订单水稻基地 6000 亩，带动 580 户农户种植，

预计农民年增收约 350 万元。

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就能开辟高质量发展

的广阔天地。

因 为 盛 产“ 四 粒 红 ”花 生 ，扶 余 市 三 井 子

镇——曾经并不起眼的农业小镇成为全国杂粮

集散地。每年来自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地的花

生交易商定期在此交易，高峰时日交易量近千吨。

以“四粒红”交易为支点，扶余市努力撬起品

牌链、产业链。2023 年 4 月，扶余市东旭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获批郑交所指定花生车（船）板交割

服务机构，实现吉林省花生期货交割库“零突破”。

公司经理孙一荧说，借此契机，东旭又投资 2.3 亿

元建设扶余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吸引农产

品加工企业入园，形成“交割基地—定价中心—市

场开发—产业集聚”一条龙发展。

大地增绿，产业增效，品牌增多，农民增收。

松原已培育绿色农业基地 137 个，“三品一标”农

产品认证 519 个，辐射带动 300 万亩，2023 年农村

人均收入达 17898 元。

凝心聚力，生态发展笃志振兴

生态好、风光足、黑土地、大粮仓⋯⋯松原发

展取得长足进步，具有很大潜力，也面临着东北

地区全面振兴发展的许多共性和特性问题。

“要清醒看到，与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相比，与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东北先发地区的成效

相比，松原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一

级巡视员李林说。

看总量——2023 年，松原地区生产总值近

900 亿元，绝对值与长春市和吉林市差距依然较

大，需要关注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塑造差别

化优势，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看结构——2023 年，松原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增加值仍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总量的 54.5%，“一

油独大”局面犹存。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高

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占比不高，生态资源兑现经济

价值的渠道不多等问题亟待化解。要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看环境——松原地处东北腹地，冬季漫长，

一定程度上局限了项目落地和建设。除了自然环

境制约，还要直面社会对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质

疑与担忧，尤需强化市场意识、服务意识，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让投资兴业更加活跃。

看后劲——人口、人才流失，一度是东北之痛。

振兴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最关键、最活跃的决

定性因素。松原市只有职业技术学院一所高职院校，

仅靠本地培养的人才难以支撑振兴发展需求，必须

以更大力度、更活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在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鼓励东

北各地，“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努力

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让冰天雪地成为创业热土。

绿色发展不是一句空话，松原市要实现能源

结构转型，发挥风光资源优势，支撑可持续振兴，

必须有重大项目带动。为了促使中车松原新能源

装备产业园项目早日落地投产，松原市只争朝

夕，打破了东北冬季不能室外施工的“魔咒”。

2021 年 11 月，中车与松原市签署意向性协

议。这是一个总投资 450 亿元、松原建市以来最

大的单体产业项目，可是，对于一纸意向性协议

来说，时间是太大的变量。为了争取主动，松原市

决定冬季就动工建设。

松原市成立项目专班，顶着严寒吃住在工

地。宁江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

玮东回忆说，2022 年 2 月 11 日开工手续办结当

天，工地进行打桩试验，当时土地冻层 2 米多厚，

桩机迟迟不能下探。经反复研讨论证，工地决定

“先钻后打”。“夕阳西下时，首桩以 300 吨压力成

功打入地下 19 米。那一刻，现场沸腾了。”最终，

中车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

用 100 天，从开工到产品下线也只用 100 天，开创

了“松原速度”的传奇。

让营商环境成为振兴优势。

如何过好营商环境这道关？松原用实打实的

成绩单说明了一切——2023 年，拥有 212 万常住

人口的松原市，实有经营主体突破 33 万户，同比

增长 10%。2023 年，松原市 1580 项审批事项审批

时限平均压缩 86.9%，成功获评全国第四批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近年来，松原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

手”工程，建立“四级书记抓营商环境”工作机制。

“我们充分发挥生态和资源优势，通过科学规划、

产业配套和优质服务，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前来投

资发展。”松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强表示。

吉林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刘慧向记者讲述了政府为帮助中车风

电运输风车叶片、“退避三舍”改造道路的故事。

企业生产的风车叶片长达百米，如何满足运输车

辆的转弯半径，把加长叶片运出去？

2023 年 3 月初，由宁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牵

头，十几个部门现场会商，确定实施扩宽路口和

拆除环岛的改造方案。“那时冻土层还没化冻，经

过 20 多天紧张施工，移栽了 5000 多棵树、拆除了

几十处路灯、改造了 7000 多平方米路面，甚至连

宁江区委 50 多米的围墙都拆了，运输风车叶片

的车辆终于一路畅通。”刘慧说。

让优秀人才成为发展支撑。

“良禽择木而栖。”良好的生态和宜居环境，

大有可为的创业和职业成长空间，吸引了越来越

多优秀人才落户松原。

项目招徕人才。正泰集团松原市新能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玉学是吉林长春人，先后在

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的太阳能光伏企业工作。

2022 年，他获知正泰集团要在松原建光伏设备制

造工厂，便递交简历、参加面试，当年 10 月来到松

原，担任新工厂负责人。“松原的项目多、发展氛围

好，我想为家乡发展做点贡献。”王玉学说。

机遇吸引人才。临近晌午，在查干湖北湖码

头，曲三妹的渔港农家乐已经架起大铁锅，准备

炖鱼待客了。曲三妹是土生土长的查干湖人，大

学毕业后在长春打工，眼瞅着查干湖人气越来越

旺，便于 2013 年返乡创业，主营全鱼宴和生鲜电

商。“在家乡同样可以实现人生梦想。”如今，曲三

妹给自己定下新的“小目标”，“争取一年卖上百

万元！”

机制汇聚人才。设在松原市政务服务中心的

“人才之家·项目专班”是抓人才与抓产业一体推进

的重要载体。2021年起，松原市从市直部门抽调干

部集中办公加大招商引智力度，并在北京、上海、深圳

等地组建人才工作站和松原商会。目前，已有4300多

名域外松原籍人才和660多户松原籍企业家加入“一

站一会”，为松原发展带来丰厚的项目和人才。

风正潮急，自当奋楫扬帆；任重道远，尤需快

马加鞭。

“松原将牢牢把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历

史机遇，积极振奋‘闯’的精神，大力弘扬‘干’的

作风，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得益

彰的松原路径，推动振兴发展实现新跃升。”松原

市委书记李晓杰说。

查干湖畔，天地大美；活力松原，未来可期！

（调研组成员：苏 民 张 双 马 洪 超

李华林 郎竞宁）

松 原 可 期松 原 可 期

松原城市风光。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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