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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山字经” 奏响“四季歌”
——长白山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践

2024年百日千万招聘
专项行动实施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
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1
日宣布实施2024年百日千万招
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时间集中
为高校毕业生等提供超千万就业
岗位，助力劳动者求职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即日起至6
月16日，行动首周将推出互联网、
医药卫生、金融、能源制造等4个
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6万家用人
单位提供25.9万个岗位。

行动期间，各地人社部门将
广泛收集重点企业、政府投资项
目、产业园区等招聘岗位信息，掌
握本地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
和社会服务等岗位空缺情况，集
中发布。同时动员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行业协会广泛参与，重点筛
选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学
历层次、技能水平的岗位信息。

强化求职招聘服务，举办“分主
题、分行业、分群体直播带岗”“跨
省、跨地区联动直播带岗”“人社局
长进直播间”活动，各省份人社部门
每周至少组织一场直播带岗活动。

推出网络招聘专区，在中国
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
业在线和各地公共招聘网络平台
开设“2024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
行动”专区，设立岗位信息发布、
特色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
导云课堂等专栏。

统筹线下招聘活动，聚焦产
业发展前沿领域，开展数字经济、
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行业性专
场招聘活动；聚焦国家区域发展
战略，在高校毕业生较集中的地
区，开展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聚
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兼顾其他
各类群体求职需求，开展群体性
专场招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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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
者 叶昊鸣  王聿昊）记者11日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2024年端午假
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63761.6 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
增长9.4%。

具 体 来 看 ，铁 路 客 运 量
4604.7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
长5.1%；民航客运量553万人次，
比2023年同期增长7.9%；水路客

运量292.9万人次，比2023年同
期增长4.4%。

公 路 跨 区 域 人 员 流 动 量
58311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
长9.5%。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
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
量47523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
增长 7.2%；公路营业性客运量
10788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
长21.3%。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
者 樊曦  韩佳诺）记者11日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2284.7亿元，同比增长
10.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构建。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充分发
挥铁路建设投资拉动作用，铁路
建设保持良好态势。5月份以来，
一批在建铁路项目取得积极进
展。在江苏南通，由中铁十一局
负责施工的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通
泰扬特大桥跨拉马河连续梁顺利
合龙，为后续桥梁施工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江苏扬州，由中铁十
五局参建的宁扬城际铁路（扬州
段）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施工人员
严格把关每道工序。截至目前，
宁扬城际铁路（扬州段）已实现五
个工区实质性开工，地下车站正

在进行围护结构施工，高架区段
正在进行桥梁桩基承台施工，为
有序推进后续建设创造了良好条
件。在甘肃夏河，中铁十四局西
成铁路项目施工人员紧抓施工有
利时间，抢抓隧道、桥梁施工，全
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此外，浩吉铁路闫家沟至玉
皇庙联络线开通运营，浩吉、包西
铁路两大煤运通道顺利实现互联
互通；杭州至温州高铁开始联调
联试，通车进入倒计时；梅州至龙
川高铁全线铺轨完成；巢湖至马
鞍山城际铁路马鞍山长江公铁大
桥、宁波至舟山铁路金塘海底隧
道等一批重点工程取得重要进
展。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聚焦服
务区域发展重大战略，高质量推
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铁路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
者 谢希瑶）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
印发的《2024年家政兴农行动工
作方案》11日对外公布，提出五方
面25条具体举措。

在促进供需对接方面，方案
提出，开展生活服务招聘季活动，
及时发布就业用工信息，拓展脱
贫人口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就业
渠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扩大家
政服务供给。推动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将家政服务业纳入东西部劳
务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和省
内劳务协作工作范畴，加强供需
对接，针对家政企业用工需求开
展订单式培训。

在加强品牌培育方面，方案
提出，培育家政兴农特色劳务品
牌，提高组织化、规范化、规模化
水平，鼓励更多家政兴农劳务品
牌参与脱贫地区特色劳务品牌征
集活动，形成品牌效应，吸引脱贫
人口从事家政服务业，提高就业
竞争力，增加务工收入。

在加大帮扶力度方面，方案
提出，指导各地围绕家政服务业
等重点领域，帮助脱贫人口通过

家政劳务品牌就业，落实各项奖
补政策。进一步精简脱贫人口享
受补贴补助的申请手续，简化工作
流程，继续对跨省从事家政服务业
的脱贫人口发放一次性交通补助。
加大对家政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在完善支持政策方面，方案
提出，指导各地推进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序落实
持居住证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居
住地医疗保险工作，创造有利于
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环
境。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延续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等阶段性稳岗政策，支持家政
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方案
提出，加快家政信用体系建设，推
动“家政信用查”与国务院客户
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全面联通，
促进“家政信用查”与地方家政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互通。引导更多
家政服务员在“家政信用查”上进
行实名认证，推进家政服务员信
用评级赋码，探索推行电子版“居家
上门服务证”，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
沙取得了显著成效，53%的可治理
沙化土地得到治理。随着我国荒漠
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在不少区域“沙进人退”的局面得到
历史性转变，“沙里掘金”成为治沙
者们的新实践。一片片得到治理的
沙地，正在变为产业聚集的“聚宝
盆”。

化“沙之害”为“沙之乐”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

景区地处中国四大沙漠之一——腾
格里沙漠东南缘。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代代治沙人在这里固沙植绿，累
计治理沙漠150万亩。

当黄沙不再成为威胁，对“用
沙”的探索让这座沙漠小城的文旅
产业冉冉升起。初夏时节，沙坡头景
区进入旅游旺季，景区内游人如织。

远远望去，越野车在连绵起伏
的沙丘之间陡然攀升又疾驰而下，

“沙漠冲浪”的失重感引发阵阵尖
叫；载着游客的骆驼蜿蜒成队，伴着
声声驼铃在大漠之中悠然前行；手
抓滑沙板，游客从百米沙坡之巅俯
冲而下……2007年，沙坡头景区成
功入选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15年景区游客人数首次突破100
万人次。

随着防沙固沙科学体系的建

立，沙漠旅游也更有底气突破沙漠
边缘，逐渐向沙漠腹地探索，为发展
沙产业增加附加值。中卫市以沉浸
式体验游为特色，建成黄河宿集、沙
漠传奇等一批高端休闲度假产品。

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沙漠星
星酒店挖掘沙漠和星空资源，为游客
提供观星指导、沙疗等体验式服务，让
游客深度感受沙漠带来的乐趣。

“没有治沙，就没有沙坡头景
区。”扎根腾格里沙漠30多年的治沙
人唐希明感慨道。2023年，中卫市共
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超88亿元。

沙漠中种出绿色“聚宝盆”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

翼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布拉格台嘎
查位于科尔沁沙地边缘。布拉格台
在蒙古语中意为“有泉眼的地方”，
然而十多年前，这里沙海肆虐，风沙
掩埋了泉水，蚕食了耕地和公路。

风沙刮起来昏天暗地，连种下
的树苗都吹走了。在一次次种树失
败后，布拉格台嘎查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陈国发发现，荒山上的山
杏树挺过了一次次风沙。

“山杏耐旱、抗寒、适应性强，是
固沙保土、涵养水源的优良乡土树
种，而且春可赏花、夏可摘果，还有
经济价值。”2012年，陈国发带领村

民们在1000多亩荒山上种下了6万
余棵山杏树，成为布拉格台嘎查的
第一片“希望林”。

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支持下，布
拉格台嘎查开展了林果基地种植项
目，基地总建设面积3500亩，栽种
了龙丰果、鸡心果等17个品种的果
树。2023年，布拉格台嘎查又在林果
基地种植2000亩黄芪和苍术，通过
林药间作丰富了林下经济业态。

“预计到今年盛果期，林果基地
大约能产300吨水果，年收入可达
120万元。”说起一年年壮大的绿色
产业，陈国发乐得合不拢嘴。

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林沙草
产业总产值超850亿元，沙漠绿洲化
身为沙区群众的绿色“聚宝盆”。

毛乌素里长出“试验田”
“我们不能光单纯治沙，还要想

怎么把沙子用起来，让沙区的群众
富起来。”在我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毛
乌素沙地，陕西省神木市生态保护
建设协会会长张应龙说。作为全国防
沙治沙标兵，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一直
在毛乌素进行着各种试验，“我们想找
到最符合毛乌素的沙地产业”。

陕西省神木市生态保护建设协
会的治沙造林基地位于毛乌素沙地
东南缘，这里四周被郁郁葱葱的树
林拱卫着。但61岁的张应龙清晰地

记着这里治理前的景象——沙丘连
着沙丘，起伏延伸到天尽头。

21年间，治沙造林基地累计治
理沙地面积达42.8万亩，治理区林
草覆盖度从3%提高到65%。2005
年开始，基地与多家科研单位与高
校合作，围绕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
沙生植物开发利用等课题开展了一
系列科学研究。

记者随着张应龙来到一片樟子
松林。“看这赤松茸品质多好，长得
多粗壮。”张应龙随手扒开一棵樟子
松下的松针和木屑，一簇簇赤松茸
就呈现眼前。

张应龙说，为了在毛乌素沙地
人工种植赤松茸，基地的科研团队
花费多年，经过组织培养、菌种驯化
后，才将赤松茸从实验室带进樟子
松林进行试种。他们不仅种樟子松、
长柄扁桃，还在沙丘背风坡尝试种
植树莓、蓝莓、黑莓、酿酒葡萄等，希
望培育出适合在这里生长的品种，
在撬动沙区生态经济的同时，建起
毛乌素沙地植物基因库。

“我们需要学会以治沙拉动产
业发展，靠产业推动治沙事业。这样
的良性循环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治沙
之路。”张应龙说。

（ 新华社西安 6 月 11 日电 记者
姜辰蓉  魏婧宇  马丽娟  付瑞霞）

它是东北亚的生态屏障，松花
江、图们江、鸭绿江从这里发源，滋
养着东北大地，奔腾入海；它是地域
文化的璀璨明珠，多民族在这里交
融汇聚；它是透视中国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扇窗，在这里，保护与发
展并行，区域协同，孕育出民生产
业、幸福产业……

巍巍长白山，雄立天地间。

一座山串起区域“协同链”

半池湖水半池冰。5月末，长白
山天池迎来了“开冰季”。从山脚到
山顶，海内外游客们经历着从短袖
到羽绒服的奇妙旅程，体验“一山有
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神奇景象。

年初，冰雪热席卷东北大地，身
为东北冰雪旅游带的“最高极”，长
白山景区不仅在旺季日均吸引游客
超万人次，也在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为延边、白山等周边区域的旅游业
注入活力。

“延大网红墙”“逛吃水上市场”
……距离长白山高铁车程1小时40
分钟的延吉，在区域旅游带动下，近
年来已成为新晋网红城市。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长白山
景区和延边累计接待游客分别同比
增长 119.32% 和 144.85%。松花江
生态旅游风景区、和龙金达莱村等
长白山区域多处景区游客数据也屡
创新高。

发展现代旅游业体系，“科学统
筹，协同发展”是基础。

“我们与白山、延边、吉林长白
山森工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大长白
山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长
白山管委会主任高飞说，跨区域多
部门联合执法后，旅游市场秩序也
得到显著规范。

多年来，从长白山“一枝独秀”，
到大长白山和长吉旅游经济“双核
引领”；从西部冰产业、通化梅河崛
起形成“四轮驱动”，到目前全省开
展“千亿市”“百亿县”建设，吉林以
长白山为布局起点，逐步形成一个
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旅游业空间
布局。

去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东北地区旅
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构建“三纵三
横”旅游通道，其中东纵旅游通道打
造以长白山、边境风光等为核心吸
引的特色旅游产业走廊。

边境丹东、醉美长白、网红延吉
……放眼通道内各城市，以点成线、
串珠成链，在优势互补间蔚然成势。

“以大旅游一体化思路，协同发
展、错位发展、借力发展。”吉林省文
化和旅游厅厅长孙光芝说，东北各
省通过游客互换，共同开发旅游线
路，打造区域品牌和旅游目的地。

立足东北，放眼全国。近期，电
视剧《我的阿勒泰》火出圈，北疆风
光治愈众多网友。早在2021年，吉林
就与新疆共同创建中国（长白山脉
—阿尔泰山脉）冰雪经济高质量发
展试验区，在旅游、运动、商贸等方
面深入合作，一东一西，推动区域冰
雪产业集聚发展。

交通也在为旅游业发展“保驾
护航”。近日，沈白高铁辽宁段隧道
全部贯通，全线余下未贯通的11座
隧道开挖进度在85％以上。随着明
年沈白高铁开通运营，北京到长白
山仅需不到4个小时，大长白山区域
将成为京津冀的都市“后花园”。

一座山唱响旅游“四季歌”

进入6月，细雨蒙蒙，云海连绵，
长白山主峰在远处若隐若现。记者
来到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
游客们在此按购票时段排队等待上
车。宽敞的大厅内，休息区、医务室、
咖啡店一应俱全。

设施不足、交通拥堵等问题，曾
是摆在长白山面前的发展瓶颈。“动
真碰硬，下决心去解决。”长白山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昆说。
2022年2月，长白山北景区山门功
能下移至二道白河镇，并采取分时
预约、网络售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
务。

近年来，大长白山区域以“出新、
求质、共融”，因地制宜升级旅游业：

——全季全景推出“新”长白。
随着需求升级和设施完善，长白山
冬季封山已成为历史。当地立足绿

水青山和冰天雪地资源禀赋，逐渐
由单季向全季，从天池游向全景游
转变，孵化“长白天下雪”“心往长白
山，松花江上游”等IP，同时优化产
品供给，打造云顶市集、雪绒花等沉
浸式业态产品。

——品质服务打造好环境。5月
25日，为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公
里”，350台网约车在长白山投入运
营，填补区域空白。“大长白山区域
交通运输体系和旅游产业布局进一
步优化。”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李乃龙说。

山门下移、机场改建、推出“长
白山一机游”智慧平台……长白山
不断优化旅游市场环境，2023年，餐
饮经营主体已新增300余家，住宿床
位新增1300余张，暑期高铁列次增
至15对，高铁站运送旅客达180万
人次，长白山机场吞吐量达57万人
次。

——文旅融合形成新业态。文
旅深度融合下，游客从观光游、度假
游逐渐向文化体验游转变。在推出
滑雪、温泉等冰雪文化度假产品的
同时，长白山还挖掘长白山神庙遗
址、老黑河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
源，并依托生态文化开发山地运动、
研学旅游等新业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以体促旅。

吉林将推出大型沉浸式演出
《粉雪传奇》，以守护长白山的“守山
人”为故事题材，展现吉林文化魅
力。“我们还在布局‘山水长白’文化
旅游新业态，联合研学机构，研发长
白山自然教育产品。”高飞说。

一座山讲述发展“新传奇”

仲夏时节，长白山的原始森林
生机勃勃。密林深处，一巢中华秋沙
鸭雏鸟从树上依次跳下，跟着鸭妈
妈在溪水中嬉戏、觅食。据统计，
2023年在吉林省繁衍停歇的中华秋
沙鸭已达600多只。

“保护第一、生态优先”。1960年
4月，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
这里是东北的天然生态屏障，拥有
2500多种野生植物、1500多种野生
动物，中华秋沙鸭、紫貂、东北红豆

杉等重要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在此
稳步增长。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
益彰。长白山将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

为强化保护，长白山坚持实施
松花江水源地保护、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开展“反盗猎
反盗伐”“红松种源保护”等专项行
动。在三代人累计4000多万公里的
巡护下，保护区如今已连续63年无
重大森林火灾。

今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
布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其中
包括长白山等中国的6个地质公园。
至此，长白山已获得“世界生物圈保
护区”“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世界
地质公园”三张国际名片，海内外知
名度不断提升。

围绕长白山这一资源宝库，吉
林也在做好“土特产”文章，把生态
资本转化为发展资本。

在通化、白山、延边等东部山区
打造特色产业带，推进“长白山人
参”“长白山黑木耳”等特色产业集
群建设。吉林立标打样，带动全省特
色产业标准化、园区化、规模化。

位于长白山西北麓的万良长白
山人参市场，每年可完成全国80%
的人参交易，年交易额接近200亿
元。立足特色产业，当地还推出逛人
参博物馆、品人参宴的“人参文化
游”，带动三产融合。

让旅游业成为民生产业、幸福
产业。在长白山林海深处，有一座世
代相传300多年的锦江木屋村。随着
旅游业的发展，这里成了远近闻名
的旅游景点。从过去的伐木、挖参、
渔猎，到如今开民宿、做餐饮、卖山
货。谈及乡村之变，62岁的村民于艳
霞难掩激动：“旅游让村子活了过
来，大家的生活也更有奔头。”

讲好长白山故事，续写绿色传
奇。吉林锚定旅游强省、冰雪强省建
设目标，全力打造万亿级大旅游集
群，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中，步履坚定。（新华社长春6月11日
电 记者 褚晓亮  宗巍  王帆  金津秀）

从“沙进人退”到“沙里掘金”
——我国沙漠治理带动产业发展观察

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8%

超6亿人次！端午假期出行热

9部门发文推进
实施家政兴农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