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孟凡明）记者在今天召开的长春市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逐步解除全市社会管控，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有关要求，长春市商务部门按照

“分级分类、分时分批、严格防控、梯度有序”的总体原则，推动商

贸领域企业复商复市。

长春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根据当前疫情情况，遵循“先

刚需后改善、先大后小、先急后缓、规范优先、限流限距”的原

则，按照三个阶段推进商贸企业陆续复商复市。当前，在全

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优先推动8个领域企业恢复

线下营业：原有已开展线上经营的保供企业，可恢复线下经

营；经营生活必需品的限额以上批发及零售类企业；大中小

型超市；母婴用品店；餐饮店（非堂食）；理发店；洗衣店；汽车

销售企业。同时，坚持负面清单制度。

目前，双阳、公主岭、榆树、农安、德惠已全面恢复了线下营

业，九台区今日也恢复了线下营业。主城区和开发区中，除宽城

区正在做营业前准备，其他城区、开发区今日全部开始恢复线下

营业。主城区、开发区今日恢复线下营业的零售企业共计5358

户。欧亚连锁超市52家门店有39家恢复了线下营业，地利生鲜

57家门店有50家恢复了线下营业，新天地517家门店有450家恢

复了线下营业。恢复营业商超4524户、理发店585户、餐饮（非堂

食）249户，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居民基本需求。

长春有序推进商贸企业复商复市
5358户零售企业恢复线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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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宝 金泽文）4
月 27日，随着白山市—长白山保护

开发区共同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

验区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召开，两地协

同发展工作机制、宣传工作联动机制

等9项方案相继制定出台，正式拉开

两地一体联动协调发展、共同建设践

行“两山”理念试验区的序幕。

擦亮打响、做大做强长白山“金

字招牌”。2021年，省委、省政府出

台了支持白山市建设践行“两山”理

念试验区的意见。白山市与长白山

保护开发区将不断巩固提升长白山

地区生态、绿色、资源、特色等优势，

让高端生态变成高端产业、特色资源

变成特色产品、生态优势转变成经济

优势，打造绿色转型发展新高地。把

握重点、抓住关键，层层细化分解任

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清单推进，

全力推动全面建设践行“两山”理念

试验区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加强沟

通、密切联系，共同构建适应新形

势、新任务的高效运转体系，适时组

建相应机构或工作专班，健全领导、

协调、考评、奖惩等各项机制，压紧压

实责任，共同推动践行“两山”理念试

验区建设。

“一张图”“一张网”“一盘棋”。

地缘相同、禀赋相近，两地将在生态

经济区建设、宣传工作联动、人参产

业、矿泉水产业、松花江旅游产业、环

长白山区域交通等方面加快协同发

展，逐步实现在制定规划上形成相互

衔接的“一张图”、在谋篇布局上形成互联互通的“一张网”、在能

级提升上形成功能互补的“一盘棋”。不断谋划开展更深层次、

更大范围的交流协作，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提升协同

发展的紧密度、一体度、融合度，真正实现“1+1>2”的新效能，在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实现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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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8日讯（记者聂芳芳）今天，

2022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

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以

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200 个集体和

966名个人分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956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其中，我

省3个集体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23名个

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1个集体获全国

工人先锋号。

在表彰大会上，我省华能松原热电有限

公司、白山市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东丰

县皇家鹿苑电子商务孵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教授、吉林大学未来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

室主任于吉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

病·肿瘤血液中心主任王檀等23人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一汽一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长

春生产整车制造一部焊装一车间AudiQ5L区

域侧围外板班组等31个集体获得全国工人

先锋号。

我省3集体23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31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白色工装上，一抹属于“红旗”的颜色鲜

艳跃动；黑框眼镜下专注的表情，是工友们

最熟悉的模样。

王智，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所数控班班长、

一汽集团首席技能大师，一个为红旗品牌打

造“中国心”的数控匠人。

中华技能大奖、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技术能手、吉林省劳动模范……参

加工作23年间，王智获得各类荣誉已有74

项。

“我们一定得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2008年，时年30岁的王智被选中参与

试制V型12缸发动机。那是我国第一款自

主研发的顶级乘用车发动机，将用于国庆60

周年的红旗检阅车。

试制过程中，王智先后解决缸盖燃烧

室误差、超细斜长孔加工、缸体主轴孔精

度控制、凸轮轴孔同轴度误差控制等多项

技术难题，提炼出12种操作法，出色完成

了任务。

2009年国庆节，红旗检阅车现身天安门

广场，观看直播的王智和工友们红了眼眶。

他们加工的发动机，填补了国内V型发动机

制造空白，让红旗检阅车有了“中国心”。

“我们一定得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从

此，王智跟一个又一个“难题”较上了劲。

在发动机曲轴试制加工中，王智不断摸

索、调试，定义了300余个技术参数，设计夹

具42种，掌握了曲轴加工工艺的关键技术和

方法；

在刀量辅夹设计方面，王智先后设计专

用工装200余套，改制刀具200多个。他设

计的导向墙夹具及分次导向加工方法，成功

解决国内首款纵置双离合变速器壳体间断

长轴孔的加工难题；

他带领团队完成国内首台V型8缸直喷

增压发动机的试制任务，披星戴月将首台成

品发动机试制周期压缩到了30天；

他完成了北京冬奥会雪车项目冰刀的

试制加工任务，助力实现国产雪车“零”的突

破；

近几年，他先后参与了GB、V6、V8等20

余款发动机、DCT全系列变速器、新能源减速

器、乘用车驱动桥等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加工

任务。

迄今为止，王智先后攻克重点攻关项目

90余项，解决技术难题260余项，为自主品

牌汽车跳动“中国心”，为民族汽车品牌崛起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线工人也能开发自主软件”

“怎样‘炼’成劳模工匠，我们在师傅身

上就能学到很多。”王智的徒弟杨永修说。

利用业余时间，王智学习研究数控加工

技术、查阅国内外资料、自学计算机编程知

识，还取得了自考本科学历。

经过多年的积累，王智掌握了三大主流

数控系统的操作与编程，成功开发了100余

个发那科、西门子系统宏程序指令。他开发

的枪钻钻孔循环指令，避免传统手动编程造

成枪钻甩断的问题；开发的卧式加工中心工

作台旋转坐标系补正指令，在多角度面加工

时得到成功应用，加工效率提高300%，获得

全国发明展银奖。

“一线工人也能开发自主软件。”王智自

信地说。

为不断提升技能水平，王智自学CAD/

CAM软件，通过测绘建立数控设备3D模型，

编写开发机床仿真驱动参数文件，实现机床

动态模拟加工及碰撞检验功能；

他编辑开发五轴设备后置文件，实现编

程输出格式与数控系统的无缝连接，开发

CAM软件机床动态仿真及后置程序项目，获

“中国一汽创新成果一等奖”；

他创新提出“二维壳体类零件自动编程

的方法”，成功应用于多个产品壳体的加工

中。

靠着永不止步的进取心，在2013年中美

国际数控技能大赛中，王智凭借多年的经验

编辑宏程序指令，保证了试件尺寸一次加工

合格，不仅一举夺金，还摘回夹具制造银奖，

为中国工人争得了荣誉。

“人才推动创新，创新成就人才”

在得知自己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

王智告诉记者：“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誉，得

益于一汽为产业工人搭建的发展平台，以及

对我多年的培养。同时，我也有了更多责

任，不仅要继续提高技术水平，也要在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上做出表

率。”

王智一直关注着产业工人成长，他常把

一句话送给青年工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

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多年工作经历中，王智先后培养高级

技师13人，带领数控团队获得“全国青年文

明号”“吉林省青年文明号”“长春市工人先

锋号”“长春市机械制造业优秀班组”等团队

荣誉15项，团队成员先后荣获各类荣誉200

余项，其中3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

人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4人获得吉林省

五一劳动奖章。

“在王智带动下，数控班个个都是行家里

手。”车间主任孙永才告诉记者，多年来，“王

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发培训课程43

个，累计培训1600余人次，培养出一批“多岗

通”，在国家、省、市技能大赛中屡次获奖。

至今为止，王智先后担任中国一汽劳模

高技能传承师、中国一汽青年科协机加专业

副理事长、长春市总工会高技能人才指导

师、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及吉林工业

技师学院客座教授等职务，不断发挥自身优

势，助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王智说，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既要磨练技

能，也要锐意创新，“人才推动创新，创新也

能成就人才。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走向制

造强国，我们要牢记嘱托，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

为了自主品牌汽车跳动“中国心”
——记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智

本报记者 华泰来

（上接第一版）作为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
要力保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不误，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国内汽车、石化产业
聚集地，吉林要抓生产、抢工期，维护工业
产业链稳定。

当前，吉林省明确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加快推动复工复产，把失去的时间
抢回来。以工业领域复工复产为例，为积
极应对疫情给本省工业经济带来的冲击，
吉林省在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基础上，
充分利用“五一”假期，争分夺秒推动全省
特别是长吉两地工业企业恢复生产、稳定

运行，最大限度弥补疫情给工业经济带来
的损失，努力完成此前设定的发展目标。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吉林人民识大体、
顾大局，理解并支持防疫政策，遵守静态管
理规定。全员参与齐心合力，不断缩小疫
情“包围圈”。守“小家”为“大家”，每个人
都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当然，有序“解
封”之后，也不能掉以轻心，务必做到解封
不解防，严防疫情反弹，维护来之不易的战

疫成绩。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

友表示，动态清零不是要求在某个时刻无
新冠感染，但对于每一起发生的疫情，都要
求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将其扑灭，发现一起，
扑灭一起。这就要求我们时刻不放松警
惕、防控总体要求不降低，科学制定疫情
管控策略和解除管控标准，精准落实“防”
的措施和“放”的条件，继续坚持分区分级

管控模式、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管
控，强化属地管控责任制，深入推进社区
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工作
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确保以快制快，有力阻
击疫情。

吉林正迎“吉”临时，长春定复往常
春。此时此刻的吉林省，黑土地正播下希
望的种子，工厂机器轰鸣声持续响起……
这些传递着复苏的希望，传递着勇毅前行
的信心，传递着战疫必胜的决心。吉林加
油！中国加油！

（据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吉林有序“解封”，在坚持中赢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