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隋二龙 李铭）全省二季

度项目集中开复工暨长春市医药产业项目

开复工活动于4月28日举行。通化市在通

化县安宇生物制品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现场

设立分会场，与全省同步连线，再掀项目建

设热潮。

活动现场，随着复工指令的下达，工程

车辆一片轰鸣，大型机械纷纷开动，通化市

新一轮项目建设按下“启动键”。

据了解，通化县安宇生物制品生产基

地项目总投资20亿元，主要生产人用疫苗

和兽用疫苗。

“我们拥有专业研发团队，应用国际领

先的基因生物技术，专业从事新型分子疫

苗的研发生产。目前，项目工程量已完成

30%，投产后将进一步加快嘉兴安宇自主腺

病毒基因载体技术平台建设，加快具有高

度商业价值的专有科技成果转化，为通化

县稳定经济增长、提升产业质态、加快转型

升级提供有力支撑。”项目执行总裁陈平

说，得益于通化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和“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的工作理念，企业坚定

了在这里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的

信心决心。

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

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通化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的安排部署，目前全

市累计开复工 5000万元以上项目 216个，

开复工率达到 98.2%，总投资 905.8 亿元。

全市无因疫情停工项目，春季集中开工项

目均顺利实施，到二季度末还将开复工 4

个项目。

年初以来，通化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启动实施“百日攻坚”行动，在

全力支援全省抗疫的同时，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社消总额、财政收入4项指

标，增速均位于全省第一位，特别是一大批

重点项目有序开工、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

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通化市各级各相关部门采取容缺受

理、“不见面审批”等方式，加快前期工

作，93个 5000万元以上新建项目，前期手

续完成率达 87.5%，高于去年同期 6.6 个

百分点。

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抓项目、千方百计

扩投资，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高

于去年同期10.1个百分点。

通化市新一轮项目建设按下“启动键”

（上接第一版）梨树县宏旺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张文镝说，这方法科学有

效还给补助，当然首选啦！

“今年，12亿元保护性耕作补贴已提前

拨付到全省各地，按照玉米秸秆覆盖量60%

以上、30%－60%、30%以下，划分为每亩补贴不

超过100元、80元和40元3个标准。”省农业

农村厅农机处副处长王雷说。

在措施保障方面，我省启动了农业机

械化智慧云平台保护性耕作作业监测，

免耕播种机安装实时监测设备并同步上

传，固化保护性耕作地理坐标，实现全省

统一管理。

截至目前，我省免耕播种机保有量达

到 3.5 万台，保护性耕作整体推进县 15

个，高标准示范应用基地 62个，实现适宜

区域全覆盖。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典型示范加速推广

在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指

挥中心大屏上，梨树县 41 个点的土地监

测情况一目了然。省内外农业专家在线

服务，实时给出指导意见，第一时间发送

到农民手机里。如今，梨树县以实验站

为平台，汇聚了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

国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科研工作，科

研人员达130人，每年完成10多项国家级

科研项目和近20项试验研究项目。

2021年，我省率先在东北四省区与中

科院签订框架协议，全面实施“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在农安、梨树、镇赉建设 3

个万亩级核心示范基地，同步推进 30 个

千亩级辐射示范基地，形成梯次跟进示

范推广体系。在梨树全县范围内全面实

施“田长制”管理机制，打造黑土地保护

示范样板。

把科研人员论文写在梨树大地上。

依托强大科研优势，我省建立了全国首

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打通

创新成果研发、转化、应用链条，推进黑

土地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省级

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东北黑土地

研究院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同时，连

续举办五届“梨树黑土地论坛”。

实施“百千万”引领行动，扶持培育

100 个社会化服务组织、1000 个示范样板

村、1万个新型经营主体。

通过探索研究，我省构建起东部固土

保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的保

护路径，探索形成了秸秆覆盖还田、深翻

还田、碎混还田、米豆轮作、水肥一体化

等黑土地保护模式，切实把黑土地这个

“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

“今年，我省将建设黑土地保护‘一张

图’大数据管理平台，构建天空地立体监

测与预警体系，探索实施盐碱地综合利

用试点，优化提升‘梨树模式’，确保推

广面积落地落实。”省农业农村厅黑土

地保护管理处副处长于成龙说，预计到

“十四五”末期，我省保护性耕作面积达

到4000万亩，占全省适宜区70%。

记者手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

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饭碗田”。
2019 年以来，我省保护性耕作实施面

积 每 年 新 增 1000 万 亩 以 上 ，实 现“ 三 连
增”“三跨越”。2021 年，梨树示范基地玉
米亩产达到 1077 公斤，创东北地区高产
纪录。

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我省
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
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责任。怎样用可持续的观念来看待黑土
地保护与利用，协调好“用地”与“养地”
的辩证关系，“梨树模式”为我国黑土地
保护贡献了“吉林方案”。

打 造“ 梨 树 模 式 ”升 级 版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大安市始终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项目建设，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截至目前，全市5000万元以上项目开复工已达33个，一季度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1亿元，同比增长125%，实现了项目建设

开门稳、开门红。

在中广核两家子一期1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塔吊

林立，工人正在紧张施工。“为了抢抓施工黄金期，我们‘五一’

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确保项目如期交付并网发电。”项目负

责人刘猛说。

抓实新建项目开工。大安市在全年计划的25个新开项

目中，新平安镇全域土地整治7个项目、两个园区孵化器、两

个肉牛养殖、盐碱地修复、白羽鸡养殖、机车博览园、老城区改

造、戈壁油田和安舍线等17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其他计划年

内开工的8个新建项目正在各项目秘书的指导和主管部门的

配合下，积极履行项目前期手续，尽早实现开工建设。

抓好续建项目复工。目前，大安市24个续建项目中有16个

项目已经陆续复工，主要是6个新能源、3个土地整治、污水厂提

标、安广龙泉湖、庆有公路、舍力肉羊和舍乾线等项目。未复工

的沙棘加工、新三馆和助城新区等8个续建项目也已拟定计划，

将于近期陆续复工，力争上半年续建项目复工率达到100%。

大安市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5%

5月1日，记者走进位于松原市宁江区雅达虹工业集中区

的飞达杭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都在有

条不紊地工作，各项工序也都稳定高效运转，一派热火朝天的

生产景象。

该公司是一家集生产、设计、研发、装配化施工、检测等钢

结构装配式建筑一体化的集成服务企业。公司总经理徐本利

介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公司在松原市各级政府和园

区的帮助下，积极克服困难开展生产，今年计划新增一条H型

钢生产线，同时在二期厂房新建一条檩条生产线，在扩大产能

的同时，积极洽谈新增订单量。预计2022年产值可达3亿元

左右，纯利润2000万元。

连日来，松原市各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复

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进度。

各企业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前提下，铆足干劲忙

生产，稳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雅达虹工业集中区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按照省、市、区

复工复产相关文件精神，雅达虹工业集中区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通过采取建立“四个100”、设立“两班一站”等有

效措施，全面推动驻区重点企业实现复工复产。

节日不休息 复工复产忙
本报记者 张红玉 王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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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日讯（记者孙翠翠）今天，记者

从省农科院获悉，全院500余人已经复工复

产。公主岭院区260余公顷试验地整地工作

已经完成，各项重点科研项目实验研究工作

顺利展开。

省农科院党委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直

工委关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相关文件精

神，有序推进春耕备耕、重点科研试验工作恢

复，坚持做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

“两不误”。

目前，在防疫部门协调和帮助下，从海

南基地运回南繁种子近30万斤，完成春小

麦科研试验播种任务；协调公主岭市有关部

门，接送多名职工返院开展重点科研试验工

作；协调相关部门办理疫情防控通行证、物

资运输证和备春耕人员返乡证；从长春到公

主岭“点对点”专车运送春耕生产所需的种

子、化肥、农药等物资50多次，保证春耕生

产所需的人员和物资；试验地管理中心已完

成公主岭院区260余公顷试验地整地工作；

生物所、加工所、资环所等研究所，已经组织

相关科研人员到实验室开展重点科研项目

实验研究工作；开展“线上”课题、奖励申报

工作，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41项、重大项

目建议29项、省科学技术奖30项，向农业农

村部报送科研平台建设项目3项，总申请资

金5562万元。

作为省政府备春耕生产综合服务指导组

第八组组长单位，省农科院深入包保的通化

地区和梅河口市，围绕水稻育秧、农资下摆、

落实大豆播种面积、秸秆离田等方面开展技

术指导与调研督导。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

为共建的5个乡村振兴科技引领示范县、20

个示范村及覆盖全省的333个基地基点等提

供有针对性的备春耕生产指导。举办“战疫

保春耕 科技来支撑”主题云端助农“加强版”

大型网络直播助农活动，通过省农科院、省农

业农村厅、省科协等多个“快手”账号进行直

播，总观看量达124.31万人次，单场直播观

看人次突破30万；联合省科技厅打造“2022

备春耕技术微课堂”，已发布玉米、水稻、大豆

等作物春耕生产技术课程64期，总观看量达

569.9万人次；通过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春耕

生产技术指南35篇。

省农科院有序推进春耕及重点科研试验工作恢复
500 余人奋战在一线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 通讯员齐丹

丹 王欢）自启动复工复产以来，长春

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142名员工

开启驻厂模式，全力恢复产能，抢抓订

单交付。截至目前，该企业已有9条

生产线连续运转，每日交付订单产品

达50吨以上。

连日来，长春一东精细实施复工

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组建疫情

防控、人员管控、安全保障、生产指挥、

物资保障、舆情宣传6个专项小组，全

面排除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中的风险

因素；按照生产、生活、物流、垃圾等功

能划分厂内区域，进行网格化管理，有

效控制人员流动；提前储备隔离服、口

罩、面屏、一次性手套、抗原自测盒等

应急防疫物品，满足“防疫生产两不

误”物资需求；加强生产运营监控调

度，打通产业链、供应链、销售链各环

节，保障复工复产快速有序推进。

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长春一东党

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织70名党

员成立9支“生产保供突击队”，成为

复工复产的中坚力量。为保证俄罗斯

卡玛斯卡车等重要国际客户订单如期

交付，“生产保供突击队”加班加点抢

生产进度，首批810件产品已顺利出

厂，第二批1500件产品正在按照时间

节点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长春一东产能恢复已

达80%，有力保障了东风柳汽、陕汽重

卡、福田汽车、徐工重机等国内客户订

单。同时，企业积极应对俄罗斯市场

增量，吸引了俄罗斯GAZ集团等新客

户，拓展了新的国际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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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雨）近日，记者走进延

边科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作为第

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如今已全面复工。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铆足干劲生产，

尽快完成订单交付。

延边科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

产汽车空调部件及空气净化消毒产品，受

本轮疫情影响，公司停产造成订单延迟交

付3个月左右。延边科源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嵇境华说，汽车产业链非常严

谨，一辆汽车由1万多个部件组成，如果一

个部件供应不及时的话，会造成整个汽车

生产链停产。能够尽快复工复产，离不开

有关部门的倾力帮助。目前公司已全面复

工复产，在保证目前的交付率的基础上，将

开发新的订单，侧重于生产新能源汽车的

空调部件，逐步减少燃油车部件生产。

在延边韩食府民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记者看到工人们全部到岗，各司其

职。随着生产线的转动，一袋袋泡菜新鲜

“出炉”。

“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复工复产了！”销

售经理陈家玉高兴地说，“目前部分货运

开通，之前困扰我们的物流问题也有所

缓解。空港区还指派了专人进行一对一

的帮扶 ，指导企业消杀等疫情防控工

作。”

为指导企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延吉市出台《延吉市复工复产工

业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13条》，并为降低企

业防疫成本，共发放抗原试剂盒 2.4 万人

份、口罩 9.2万只；推动国家和省、州最新

出台的惠企政策落实落细。延吉市高新区

创业孵化基地为 91户入驻中小微企业减

免 3个月的厂房租金；延吉市深圳湾孵化

基地为 76户入驻中小微企业减免厂房租

金和物业管理费，共计38万余元。

目前，延吉市 51 户规上企业、20 户

重点监测中小企业实现复工复产并稳定

运行。

开足马力生产

延吉市多举措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这是我入职以来在工地过的第一个‘五一’小长假，能在

劳动节里赶工期、促生产、保进度，我感到特别有意义！”在沈

白高铁新缘隧道施工现场，中铁上海工程局沈白高铁项目部

见习技术员武汉一边忙活着手中的工作一边说。

隧道内施工车辆和大型器械发出阵阵轰鸣，相对于外面的气

温，隧道内的空气显得有些闷热。武汉略带青涩的脸上带着点点

汗水。虽然工作不满一年，但是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领导

的一致认可。因为对于沈白高铁的施工队伍，无论如何着急施

工，也必须严格执行施工流程和标准，全力保证工程质量。

工程建设受疫情影响，一度施工放缓。随着疫情形势好

转，项目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为保证工程进度，沈白高铁吉林

段TJ-5标项目经理部一分部“五一”期间放弃休息，照常施

工，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的沈白高铁吉林段TJ-5标的新

缘隧道，长度达到4700多延长米，是这个标段最长的隧道，也

是保证该标段如期竣工的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施工正进入

紧张阶段，全体施工人员放弃假日休息，动用多台大型设备，

实行人员轮班、设备不停、24小时不间断施工措施。立拱架、

喷射混凝土；仰拱开挖、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二衬铺设防水

材料、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各道工序有效衔接，加紧施

工，全力追赶工程进度。

赶 工 期 促 生 产 保 进 度
——来自沈白高铁项目建设一线的报道

翟胜辉 本报记者 邱国强

近日，洮南市聚宝乡的

杏花海正值盛花期。图为

忙碌春耕的村民开着机械

设备在杏花海中穿过。

邱会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