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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项目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数量增多 质量提升 布局合理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

书记景俊海到松原市，就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绘就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时代画卷。

景俊海非常关心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他来

到扶余市永平乡九连山村祥包福粘豆包厂，详

细了解原料来源、生产销售等情况。得知企业

吸纳了多名青年回乡就业，景俊海十分高兴。

他要求有关部门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鼓励支

持农产品加工厂布局在县域，更好地延伸链

条、完善生态、繁荣产业，促进原料就地加工、

人才就地就业、农民增收致富。景俊海走进脱

贫户王志军家，详细了解一家人生活和收入情

况，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战胜病魔、克服困

难，与全省人民一起奋斗、一起向未来。

在宁江区大洼镇房身村德智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景俊海认真察看化肥储备、农机养

护等情况，仔细了解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情

况，要求持续提升农业智能化机械化水平，有

效促进粮食稳产增产。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

作用，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有针对性

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真正让农民成为受全社会尊敬的职业。景俊海

到大洼镇西六家子村，实地察看农光互补新能

源项目进展，强调要完善项目规划和利益联结

机制，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确保农民真正受益。

调研中，景俊海主持召开“五级书记抓乡

村振兴”西部片区座谈会，听取松原市、白城

市、长岭县、镇赉县、扶余市肖家乡、大安市安

广镇党委书记和前郭县查干湖镇图那嘎村第

一书记、通榆县向海乡复兴村党支部书记工

作汇报。景俊海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全面启动实施

千亿斤粮生产工程、千万头肉牛工程，深入开

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精心抓好高标准农

田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改造利用盐碱

地，扎实做好备春耕生产，坚决扛稳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二要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持续加强防止返贫精准监测，因地

制宜落实重点地区帮扶措施，坚决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三要毫不放松抓好产业

振兴，聚焦打造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细

加工万亿级产业，加快建设十大产业集群，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四要毫不

放松推进乡村建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行动，积

极稳妥推动农村“厕所革命”，促进基本公共

服务县乡村统筹，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

村社会安定有序。五要毫不放松抓好组织领

导，着力构建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共同

抓、行业部门联动抓的工作格局，凝聚乡村振

兴强大合力；深入开展“基层建设年”活动，充

分发挥新时代吉林党支部标准体系（BTX）作

用，全面夯实乡村基层治理基础。

高广滨、吴靖平、胡家福、韩福春参加活动。

景俊海在松原市调研时强调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努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崭新时代画卷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景洋）今天11

时06分，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将22颗卫星发射升空，其中

有10颗“吉林一号”卫星，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截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在

轨达到41颗。

这10颗“吉林一号”卫星分别是

“吉林一号”MF02A01星和“吉林一号”

高分03D10—18星。

“吉林一号”MF02A01 星又名“厦

门·天卫科技壹号先导星”，是长光卫星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颗

30kg量级多功能业务化卫星，主要用

于验证新型通用化卫星平台设计的合

理性及可靠性，该卫星具有集成度高、

带载能力强、重量轻、成本低的特点。这

颗卫星是长光卫星与厦门天卫科技有

限公司深度合作的卫星，围绕卫星应用

助力数字福建创新发展，加快海丝空间

信息港等建设，为厦门市智慧城市提供

海量数据支撑。

“吉林一号”高分03D15星（“韶关一

号”）、“吉林一号”高分03D16星（“文昌超

算二号”）、“吉林一号”高分03D17星（“文

昌超算三号”）、“吉林一号”高分03D18星

（“安溪铁观音一号卫星”）、“吉林一号”

高分03D10—14星是长光卫星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高分辨遥感

卫星，可获取分辨率优于0.75m、幅宽大

于17km的静态推扫影像，具有低成本、

低功耗、低重量、高分辨的特点。

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

的第17次发射。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又添10星

百舸争流，惟创新者进，惟创

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2022年2月27日11时06分，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将22颗

卫星发射升空，这其中包括“吉林

一号”高分03D10-18、MF02A01共

10颗卫星。截至目前，“吉林一号”

卫星在轨达到41颗，建成了我国

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

工程的第17次发射。其中，9颗高

分03星是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高分03D型卫星的第三组

批产星。“吉林一号”卫星遥感信

息可以为农林、水利、环保、交通、

自然资源、城市建设等领域提供

遥感数据支撑及创新应用，对推

动互联网+卫星大数据、5G、人工

智能等高新技术规模化应用和产

业落地等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

可以说，这是长光卫星在遥

感卫星自主研发领域的又一大

突破。

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力量之

源、发展之基。回首7年的创业历

程，由积厚成势，到破茧成蝶，长

光卫星走过的是一条科技持续创

新的澎湃激情之旅——

200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机所所长宣明经过对国内外

科技发展形势的一番详细调研，

提出了“一弹一星大口径大光栅”

为代表的几个重大创新课题；

2006 年，长春光机所成立

“星载一体化”技术研究室；

2008 年，经过省发改委批

准，长春光机所建设了“吉林省小

卫星技术工程中心”，围绕高性能

小卫星关键技术进行重点攻关；

2010年，我省率先提出了卫

星产业发展计划，制定了《吉林省

人民政府关于扶持遥感卫星及应

用产业发展的意见》，并自当年起，卫星建设项目连续三年被

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列为全省重大建设工程；

2012年，以长春光机所为主体，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共

同建设了“小卫星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1月通

过国家发改委批复，升级成为国家级工程中心；

2012年12月，长春光机所正式启动“吉林一号”卫星研制

工作；

2014年12月1日，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2015年10月7日，由长光卫星公司研制与运营的“吉林一

号”一箭四星成功发射，开创了我国商业卫星应用的先河……

“吉林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天遥感应用

领域商业化、产业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并且创造了多项

第一——

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

我国第一颗以一个省的名称冠名发射的卫星；

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星载一体化”商用卫星；

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米级高清动态视频卫星；

我国第一次以灵巧方式在轨成功成像，国产CMOS第一次

在轨技术验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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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拂面瞬时新，万物复苏唤春归。

又是一年春好处，回首来路，我省坚持以重

大项目建设为引领，不断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

举、多元发展的新格局，乘风蓄力，在高质量发

展新路上阔步前行。

新春伊始,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

建设大会如约而至。“坚持不懈抓项目”“千方百

计促投资”已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回眸，功到秋华实

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子”，我省

始终把重大项目作为发展的“头版头条”，从最

初的谋划、纸上的蓝图，到生机勃勃的厂房工

地、欣欣向荣的产业园区，大项目如火如荼的背

后，浸透着吉林人只争朝夕、顽强奋进的精神力

量和措施有力、勤恳务实的工作风貌。

过去的一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全省

上下建项目、抓项目、服务项目的大背景下，我

省规划的“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成为撬

动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

2021年，在“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

强力带动下，驶入发展“快车道”的吉林迎来一

波又一波好消息——

全省春季项目集中开工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

长春都市圈大环线、查干湖水生态修复与

治理试点工程、中部城市引松供水二期等重大

项目加快推进；

沈白高铁、路上风光三峡等重点工程全面

开工，建设8条高速公路730公里；

沈佳高铁白敦段建成运营，长白山机场扩

建工程落成，长白山驶入高铁时代；

随着一大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延续高速增长态势。

不断提前的春季集中开工活动，使得“人勤

春来早”这句话在我省体现得淋漓尽致。

“功到秋华实”。近年来，项目建设的“吉林

速度”不断提升。一汽蔚山基地用19个月时间，

将标准产能提升了25%，达到51万辆；国药长春

新冠疫苗一期项目，仅用95天就建成投入使用，

年产能达24亿剂；总投资22亿元的吉林梅花三

期30万吨赖氨酸项目，不到一年时间建成投产，

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赖氨酸生产基地。

启航，扬帆再出发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

在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

召开后的第二天，总投资近340亿元的中国石油

吉林石化公司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启动。

作为我省与中国石油集团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合作打

造的重大标志性引领性项目，投产达效后将加

快实现再造一个新吉化的历史性任务。

之后不久的2月18日，计划总投资358亿元

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启动，作为奥迪

在华首个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生产基地，该项

目应用先进的PPE平台和数字化、物联网、环保技

术，一期建成后预计年产新能源汽车15万辆。

2月26日，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项目在长春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135

亿元，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满足60万辆电动汽车

配置需求，实现年产值200亿元以上。

多个重大项目如此密集地开工，彰显了我

省抓大项目、抓好项目的信心和决心。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身处发展之

春的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奋进的热情。

在吉林化纤集团碳纤维全产业链项目现

场，安装人员抢抓进度加快施工。春节期间，他

们坚守项目一线。原丝项目、碳纤维项目及配套

拉挤板、编织布、预浸料、C-C预制体等复材项目

建设以“一天不能耽误，一天也不懈怠”的拼劲，

力争跑出“加速度”、干出“新精彩”。

2月的吉林，春寒料峭，迎着春风，全省各交

通项目建设如期启动。隧道等具备施工条件的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水马龙，呈现出一番紧张

快干的热闹场面。

截至2月末，全省交通项目冬季共完成投资

44亿元，7个高速公路、16个国省干线和3个农

村公路续建项目已陆续复工，为全面加快项目

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样火热的建设场面还出现在长春轨道交

通6号线前进大街南站至南湖中街站区间施工

现场。工人们在对盾构管片进行拼装，地下在进

行盾构区间右线的掘进工作。

进入春季，由中建股份负责建设的长春轨

道交通6号线03标段、2号线东延工程，以及9号

线一期工程项目已经全面复工，预计年底达到

施工预期目标。

展望，合力绘蓝图

春已至，一批有分量、有规模、有影响、有潜

力的大项目陆续启动，具备条件的各类项目稳

步推进，2022年吉林项目建设的脚步必将铿锵。

今年，我省将围绕年度投资增长目标,按月

排出各地投资计划,组织各地完成今年新开工

和续建项目主体对接工作,逐个项目夯实年度

投资计划。

春盯开工，组织各地逐项落实前期手续、征

地拆迁、市政接入等建设条件，推进项目早开

工;夏秋抓进展，定期开展重大项目综合调度和

专项调度，检验各地项目建设进展，协调解决困

难问题,推进项目快建设；年底促完成，督促各

地抢抓有限施工期，完成更多实物工作量，确保

实现增长目标。

围绕“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瞄准“六

新产业”发展和“四新设施”建设，谋划一批强基

础、促发展、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立起梯次跟

进、滚动实施的项目储备库。

继续推动“陆上风光三峡”、沈白高铁、大水

网、蛟河抽水蓄能以及多条高速公路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快千亿斤粮食、千万头肉

牛、中车清洁能源装备基地、“吉林一号”星座组

网、吉港澳中医药产业园、万达影视文旅等重大

项目开工或投产。

同时，举办好东北亚投资贸易展洽会、第7

届全球吉商大会、知名跨国企业吉林行等系列

经贸对接活动，强化产业链招商、补短板招商、

平台招商，争取形成更大规模的投资增量。

聚 势 争 先 迎 春 归
——全省项目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杨悦

以营商环境吸引优质项目，以优质项目带动有效投资，努

力把吉林打造成为要素集聚磁场、企业成长沃土、投资兴业宝

地……2月7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大会上，省

委书记景俊海的话鼓舞人心。

长春市宽城区落实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市

委打造“三强市、三中心”战略,高质量推进“放管服”和“最多

跑一次”改革，以专门服务商务楼宇、大市场和物流等六大业

态商圈、医药健康产业、知名企业、社区物业的“红领荟”“红立

方”“红胶囊”“红领学院”“红心物业联盟”等为引领，围绕政务

服务改革、数字宽城建设、信用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固根基、

扬优势、锻长板、补短板，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各项举措令

人耳目一新。

作风转变 服务导向更“强”

“为加快完成项目施工，宽城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春

节期间为我们企业积极协调解决用水、用电、用热等问题，帮

助企业能够在春节期间不停工，全面加快了项目施工速度。”

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资产能源部工程师王龙告诉记

者。

今年春节期间，长春市宽城区全面压紧压实各项工作，成

立“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整体搬迁工作专班”，力保企业用

水、用电、用气，全力解决项目建设的后顾之忧。

同时，宽城区还在春节期间走访慰问了在建重大项目一

线施工人员、管理人员、重点企业在岗员工，并送去慰问物资，

全面保障了一线员工的生活需求。 （下转第二版）

创优服务谋未来
——探访长春市宽城区营商环境之变

本报记者 刘霄宇

为进一步优化执法方

式，提高执法效能，长春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第九大队采用无人机对新

立城水库周边环境隐患开展

航拍巡查，保障冬春季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和空气环

境质量。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俄 乌 代 表 团 将 在
白 乌 边 境 举 行 谈 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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