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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动

这是在西藏第一大湖泊—色林错湖畔拍摄到的藏羚羊（1月 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旦增尼玛曲珠 摄

这是几只丹顶鹤在甘肃张掖国家湿地公园飞翔（2023年12月15日摄）。

新华社发（陈礼 摄）

这是大熊猫“巧月”在重庆永川乐和乐都动物主题乐园熊猫馆吃竹笋

（1月 3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这是在江苏无锡梅园，小鸟在腊梅枝头嬉戏（1月 6日摄）。

新华社发（潘正光 摄）

这是在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藏野驴在奔跑（2023年

12月 21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

县西北部赤不苏镇的高山深谷间，坐落

着数十座历史悠久的古羌寨。近年来，

当地政府为了传承民族地区文化遗产，

积极探索古羌寨开发与保护，努力留住

原住民、留住乡愁。

这是在茂县赤不苏镇九龙村，77 岁

的刘兴福（左）和老伴王办得章在传统

羌族老屋里烤火（1月 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留住乡愁

江苏昆山吴淞江畔，四面环水的金

华村掩映在绿树之间。冬日的阳光照

进村口的玻璃房，游客手握咖啡杯，游

目 骋 怀 。 窗 外 ，排 架 上 的 腊 肉 已 呈 酱

色，惹人垂涎。

村中一栋三层小洋房里，56 岁的村

民王勤芳正在制作腊肉。古朴的技艺、

特色的风味，让腊肉在春节前不愁销。

卖腊肉让王勤芳一家每年增加的收入

十分可观。

“进城回村都很方便。”王勤芳说，子

女在城区买有房子，开车 20分钟能到，孙

辈读书后要进城，但周末还是想回村里。

“村里宽敞又干净，大家都愿意回来。”

大学毕业后回村工作已 15年的金华

村党委书记丁新良对村情如数家珍：依托

腊肉、黄桃设计乡村旅游产品，把空地、旧

厂房改成咖啡馆、乡创空间，与上海企业

成立母基金共同孵化运营民宿等文旅项

目……金华村盘活了资产、吸引了资本，

2023 年金华村集体可支配收入 2675 万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57元。

金 华 村 的 发 展 是 昆 山 以“ 五 百 行

动 ”助 推 乡 村 振 兴 的 一 个 缩 影 。 近 年

来，昆山以统筹推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创建为抓手，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

深入实施百村共兴、百村共美、百村共

富、百村共治、百村共享的“五百行动”，

助推乡村振兴。2023 年，昆山 164 个行

政村村均集体可支配收入达 1262 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4.73 万元，

是江苏平均水平的 1.5倍。

昆山市副市长单杰说，“五百行动”

是在加快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同

时，进一步推动实现农村的共治，让农

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昆 山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不 断 发 展 壮

大。采访中，记者搭乘的汽车驶出昆山

城区，大片绵延的农田迎面而来。与当

地干部算起“农业账”，两组数字让人眼

前 一 亮 ：农 业 产 值 仅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0.6%的昆山，对下辖区镇高质量发展的

考核内容中，“三农”相关的分值占比超

过 6%；按户籍人口计算，昆山人均耕地

面积不足 0.18 亩，却通过“小田变大田”

“闲地变良田”等方式，实现粮食种植面

积从 2020 年的 17.5 万亩增加到 2023 年

的 23万亩，增长 31.4%。

昆山市委书记周伟说，“三农”问题与

现代化建设密切关联，昆山努力担负起全

国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的责任，把“三

农”工作纳入现代化建设全局来谋划和落

实，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做

示范，更高质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对于乡村振兴发展成效，村民感受

最深。几年前，通往上海青浦的“断头

路”被打通，昆山淀山湖镇永新村成了

网红打卡地，往上海虹桥机场和苏州、

上 海 市 区 的 车 程 也 缩 短 到 三 四 十 分

钟。因村里水域形似葫芦，当地引进葫

芦种植及雕刻产业。村民王美华通过

制作葫芦工艺品开辟了新生活：“这不

仅增加了收入，也丰富了生活，觉得日

子有盼头、很踏实。”

从物质收入到精神寄托，昆山的城

乡之变让群众的获得感越来越强。目

前，昆山正打造以公共服务均等、基本

权益平等、发展成果乐享为特征的城乡

共同体。 （据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昆山：

“五百行动”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 夏鹏

乡村行 看振兴

“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在

2024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牵挂东北，点赞黑土地的新变化。

东北确实在变。冰雪热了、人气火

了、活力多了——这个冬天，见证了一

个充满活力的东北向我们走来。

东北的冬天变“热”了

今冬的东北有些不一样。

先是沈阳凭着“不是欧洲去不起，

沈阳更有性价比”爆火出圈，后有“尔

滨”真诚待客一炮走红。南方游客赶大

集一样涌来，嬉冰雪、逛早市、泡温泉；

东北“老铁”应声而动，搭建“暖棚”、免

费送站、悉心服务。宾客与主人的高调

互动，在数九寒天里将东北的热度一路

推高。

这样的热始料未及，东北也期盼已

久。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室外表演区

主持节目的网红“左右哥”说，前几年景

区游客少时，只有寥寥几排人跟着他的

口令跳“兔子舞”，与现在“万人蹦迪”的

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忙到每天只

能睡四五个小时，我们彻底打了一个翻

身仗！”

冰 天 雪 地 里 热 浪 一 浪 高 过 一 浪 。

夜幕下，在长春庙香山滑雪度假区，大

量手持雪板的“雪友”正排着队等待缆

车 。 度 假 区 创 始 人 王 勇 说 ，度 假 区 自

2011 年 开 放 夜 场 滑 雪 ，从 来 没 有 这 么

火，现在每天接待近千人。

冰 天 雪 地 ，曾 是 东 北 的 一 个 劣

势 。 美 国 作 家 迈 克 尔·麦 尔 在 其 2017

年出版的《东北游记》中说：“今天，长

城 也 许 不 是 屏 障 ，冬 季 的 天 气 是 却 步

的主要理由。”

谁能想到，大自然赋予东北的“冷”，

如今却成了独特的旅游资源。并且，冰

雪的溢出效应正不断放大：餐饮酒店、温

泉洗浴、交通出行、文化演出等行业都受

惠于此，整个东北变得热气腾腾。

沈阳的清晨，天还没有大亮，不少

游客就拉着行李箱去“打卡”小河沿早

市。吊炉饼、黏豆包、大冻梨……摊位

前排满了人。“大冷天来一碗热豆腐脑

太治愈了，早市里的味道最东北、最地

道。”来自广东的游客赵蕊说。

入冬以来，辽宁省灯塔市佟二堡镇

迎来皮草销售旺季。“这阵子东北火了，

东北人爱穿的皮衣、皮草也成为时尚，

跟着‘爆单’。”佟二堡海宁皮革城副总

经理高溧雪兴奋地说，这些天，商场日

均客流接近 2万人次。

沈阳市铁西区“泡泡森林”洗浴中

心，元旦假期日均客流高达 2500 人，其

中南方客人占了一半。哈尔滨香坊区

烧烤一条街，每天不到中午各家店铺就

人头攒动，服务员端着餐盘跑前跑后，

直到后半夜才停得下来。

一组数据说明了东北的热度——

今年元旦假期，沈阳市接待国内游

客 243.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1.37%；哈

尔滨市接待游客 304.79 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近 60 亿元；美团、携程等平台

数据显示，元旦假期，沈阳、哈尔滨、长

春等地洗浴中心的订单增长超过 18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此言

确实不虚。”辽宁省文旅厅厅长刘伟才

说，这个冬天，东北迎来了自己的高光

时刻。

冰雪火了 活力多了

东北火起来的是冰雪，活起来的是

观念，是业态。

以冰雪为媒，植入新元素、打造新

场景、培育新业态，东北让游客们惊喜

不断、叫好连连。

沈 阳 地 标 冰 箱 贴 、东 北 大 鹅 纸 巾

盒、汁水饱满的冻梨……2023 年 12 月 22

日，沈阳红梅文创园“厂办大集”开市，

汇聚了不老林、八王寺等知名老字号和

一众“国潮”品牌，为火爆全网的东北旅

游再添新话题。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来这里“打卡”的游客同比增长了 12倍。

游客看在眼里的，是东北红红火火

的消费新场景、市场新业态；没看到的，

是东北产业里的“当家新花旦”。

“辽宁‘新三样’走俏海外，2023 年

前 11 个月出口额同比增长 53.3%。”新年

伊始，沈阳海关发布的一则信息引发外

界关注。以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

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取代机电、镁

砂、钢铁的“老三样”成为辽宁外贸出口

“领头羊”，折射出老工业基地产业的悄

然嬗变。

冬 日 的 长 春 街 头 ，随 处 可 见 挂 绿

牌、戴红标的“红旗牌”新能源汽车。事

实上，“红旗牌”新能源车已走向世界。

2023 年 ，红 旗 新 能 源 零 售 销 量 突 破

85000 辆，同比增长 135%。目前，红旗品

牌已登陆挪威、瑞典、丹麦、荷兰、冰岛

等欧洲市场，取得良好口碑。

2023 年 秋 天 ，华 为 Mate60 对 外 发

布，其搭载的高端摄像系统核心器件就

由辽宁中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制造。

隆冬时节，在辽宁中蓝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上千名工人在精密生产线的配

合下加工只有指甲盖大小的手机镜头

马达。“我们 2023 年发货量全国第一、全

球第二，销售收入超 10 亿元。”公司董事

长王迪说，今年公司订单已翻了一番。

东北经济的活力从哪里来？既来

自游客纷至沓来带来的“人气”，更来自

练好产业内功形成的“底气”。

沈阳飞轮储能技术成功用于电网

调频，并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完成多

个示范项目；长光卫星“一箭 41 星”成功

发射，创造了中国航天单次发射卫星数

量最多的纪录；工大卫星 5G 通信试验卫

星研制并成功发射入轨，商业卫星覆盖

国内 20%的市场份额……繁星点点的前

沿产业，在东北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努力打开发展新天地。

精气神起来了 东北一定行

从“小土豆”到“小砂糖橘”，从“小

野生菌”到“小豫米”，当越来越多外地

游客涌向白山黑水，他们发现东北人真

的很“拼”。

如果评选最“卷”文旅局长，在东北

似乎难分伯仲。去北京宣介、拍摄宣传

短片、到景点和游客互动……沈阳市文

旅局局长刘克斌连续一个多月忙得“脚

打后脑勺”。“真忙，但不觉得累，满脑子

都是怎么趁热打铁让沈阳更‘红’！”

辽宁丹东文旅局局长徐敏现身哈

尔滨中央大街，为游客派发丹东草莓；

吉林市文旅局局长曹晶莹带领一群可

爱的小朋友，在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欢迎

全国“大宝贝”“小可爱”……有网民评

论 说 ，看 东 北 各 地 文 旅 局 局 长 的 这 股

劲，就能看出东北干部的劲头起来了。

“卷”起来的更是服务。哈尔滨在

景点搭建“温暖驿站”、沈阳在北京推出

免费送站服务、长春开通公交“冰雪专

线”……东北各地的城市管理、交通运

输等部门纷纷上场，忙着“宠爱”游客、

规范市场、防止“宰客”。

来自广东的游客吴海涛说：“旅游

是看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放大镜，东北

‘老大哥’身段变软、嘴巴变甜，让人看

到为了发展真的在变。”

“精气神！”谈到这些年东北最显著

的变化，新加坡佳通集团董事谷勇说，

2023 年，因缺乏配套停工 5 年的新加坡

佳通集团腾鳌温泉健康产业城项目，在

政府部门的努力下终于解开“死结”，重

新开工，企业投资总额达 120亿元。

在谷勇看来，无论是地理区位还是

自然禀赋，东北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只要想干事，这片土地一定能干成事。”

事在人为，事靠人为。2023 年前三

季度，辽宁和吉林两省经济增速分别为

5.3%、5.8%，均跑赢全国平均增速；黑龙

江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3.5%，高于全国 11.6个百分点。

眼下，白雪皑皑的东北热力涌动，更

激发了人们的信心，提振着外界的预期。

1300 余名博士在 2023 年 5 月从四

面八方来到沈阳参加“博士沈阳行”活

动，如今，已有超过 500 位博士在沈阳签

约入职；在黑龙江，全省高校高级职称

人才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孔雀东北

飞”，成为外界对东北信心和预期提升

的生动证明。

东北的冬，吹来“热”风。相信从这

个冬天出发，东北鼓足干劲乘势而上，

定能再谱新篇。

（新华社沈阳 1月 13日电 记者 金

风 徐扬 王炳坤 刘赫垚 姚湜 赵丹丹）

在活力升腾中谱写振兴新篇
—透视东北寒冬里的一把“火”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