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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市闹枝镇依托
“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模式，将小木耳做
成大产业，带动周边农
民在家门口就业。图为
当地的通林菌业有限公
司木耳菌种植基地生产
场景。

李承儒 杨俊 摄

代表委员风采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吉林，以广袤的黑土地闻名于世。而今，

在创新型省份建设的引领下，白山松水间激

荡新潮，冲涤出一片别样的“千里沃野”。

——长光卫星“吉林一号”群星闪耀苍

穹；

——一汽红旗、一汽解放新型氢能发动

机先后问世；

——中车长客国内首列新一代智能城

际动车组正式投入运营；

——长光辰英智能单细胞精准分选系

统突破了我国单细胞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瓶

颈……

企业创新主体纷纷入场，科技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在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着力引领

下，全省企业的创新能力被持续激发、提升、

拓展，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体系，

蓬勃的创新动力喷涌不息，强大的发展动能

加速集聚。

这是一片全新的“黑土地”，吉林企业的

创新力量在这里播种和成长，吉林振兴的希

望在这里孕育和收获。

全力推动龙头企业舞动创新链条

推动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必定要

牵动“龙头”。一个龙头企业背后，不只是庞

大的产业链，还拉动着一个乃至多个创新

链。

中国一汽、中车长客、长光卫星……我

省众多龙头企业，正是全省工业和高新科技

产业的领军者。创新型省份建设，首要考虑

的，就是如何让他们“更上层楼”，提升核心

竞争力，进而完成全省工业转型升级、科技

突破关键技术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围绕制造业智能化发展趋势，

聚焦“关难急卡”等技术瓶颈，我省组织实施

了智能制造重大科技专项，提升我省汽车、

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其中一些

代表性成果已为市场所熟知，产生了巨大的

经济、科技和社会效益：

车联网云控平台、红旗智联系统、高适

应性驾驶行为分析已在红旗EHS-9、H9、全新

H5、HS5等车型应用，并将在2023-2025年在

研车型上量产；

红旗H5燃料电池汽车荣获中国氢能汽

车超级联赛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作为服务

用车使用；

“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在轨智能处理技术”

项目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在高分03A星，将

遥感信息服务由小时级提升至分钟级；

……

成果斐然，活力四射。这些创新项目的

成功，并非某个企业或产业“单打独斗”，背

后是全省创新型省份建设所构筑的协同创

新体系。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下，全省加速

构建协同创新体系，骨干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及社会组织紧密协同，促进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成立了由中车长客、长

光卫星、吉林化纤等龙头企业牵头，以高校、

科研院所等优势科研资源为依托，以产业

链、供应链重点企业为支撑的创新联合体。

以“中车长客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技术创

新联合体”为例，这个联合体成员总数达22

个，汇集域内企业11家、域外企业5家，其中

包括中车长客德国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等海外企业，以及吉林大学等4所高校，中国

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等2

所科研机构。

与其同等级别的创新联合体，我省还有

成员总数达37个的“吉林省航天信息产业科

技创新联合体”，成员总数达35个的“吉林碳

纤维及复合材料终端应用关键技术攻关联

合体”……

协同创新，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在创新

型省份建设的鼎力推动下，全省科技资源、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关键技术攻关加速推

进，科技成果与需求紧密衔接，创新成果落

地转化持续加速，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

力大幅提升。

助力中小企业获得创新“入场券”

企业创新需要什么？

要资金、要支持、要人力。而这些要素，

经常成为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的“拦路虎”。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能

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参与创新竞争

的实际需求，是创新型省份建设成效的“试

金石”。

今年1月31日，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研发的120英寸4K Mini LED直显超级

电视在欧洲视听与系统集成ISE展会亮相。

这是该企业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款直显超级

电视，在多家国际巨头之前率先发布，收获

了大量业内好评和海外订单。

为助力这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创新发展，我省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助力企

业发展，成立金融专班，为希达电子量身打

造金融服务方案，开辟贷款绿色通道，一周

内完成审批流程发放3000万元的信用贷款，

完成了金融动能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精

准注入。

这几年，金融“活水”向创新型中小企业

持续倾注——

“吉林省金融助力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实施以来，人民银行长春支行为省级以上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22亿元；

全省人民银行系统累计召开政银企对

接会241场，对接企业7667户，达成融资意

向347.9亿元；

吉林银行累计为科技型企业投放贷款

167亿元……

这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备受呵护，茁

壮成长——

全省谋划实施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破茧

成蝶”专项行动，全力支持初创企业发展壮

大，实施惠企直达“免申即享”政策，共补助

1030户企业，补助资金1.02亿元；

2022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已达3112

户，同比增长7.2%。全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

业1804户，科技型中小企业前三季度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2.59亿元，减免税额

6475万元；

2022年全年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409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5

户；

全面实施企业上市“吉翔”计划，储备

“腾飞类”拟上市企业135家，重点培育32家

企业……

这几年，“双创”高质量发展为中小企业

带来更多人才资源——

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建设持

续推进，其中“浙大校友（长春）产业科技创

新中心”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全省认定116名科技创业导师，为科技

型中小企业、创业者提供持续性、导向性、专

业性、实践性的辅导服务。

创新型省份建设，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迈

向“专精特新”，结出累累硕果，又在沃野中

埋下新的种子。创新驱动的浓厚氛围，已在

吉林大地上蔚然成风。

打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组合拳”

创新型省份建设，要推动企业成为创新

创造的生力军，让一批骨干企业成为我省战

略科技力量，让众多中小企业成为创新重要

发源地。

因此，打出一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的“组合拳”，势在必行。

“揭榜挂帅”机制，正是在这一需求下，

我省组织龙头企业、骨干企业面向全社会征

集科技创新力量，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的

科研资助方式。

2022年，我省首批科技攻关揭榜挂帅、

军令状机制项目顺利启动实施，包括“射频

板条CO2激光器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研

究”等5项技术需求，华中科技大学、成都华

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恺鼎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吉林大学4家单位成功揭榜，引

导企业研发投入2490万元，安排经费补助

890万元。目前，我省已启动第二批科技攻

关揭榜挂帅、军令状机制项目技术需求征集

工作。

一个良好的创新机制，必然会让科技成

果的转化更加顺畅，加速科技与经济的融合。

近两年来，共有1205项科技成果在省内

落地转化。全省高校、科研院所以转让、许

可、作价入股投资方式承接科研成果合同金

额近10.6亿元，位居全国第10位；省内高

校、科研院所产出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合同金

额7.6亿元，位居全国第5位；全省高校、科

研院所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的合同金额占本

地产出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的比重达

94.3%，位居全国第2位。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人才支撑是第一需求。

近年来，我省扎实推进“人才政策3.0

版”，持续发力引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省科

技发展计划2022年支持76个中青年创新创

业卓越人才（团队）项目、78个青年成长科技

项目。

与此同时，我省还谋划设立省杰出青

年、省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和省杰出青年科技

人才、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项目。2022年，

我省共争取国家科技项目785项，获得国家

经费10.01亿元，积极打造吉林大学人工智

能、长春光机所半导体激光技术等科研团

队，服务国家战略和我省产业发展。

黑土地上，万物生长；江水泱泱，千帆竞

发。在吉林这片创新的沃野之上，创新的生

态百花齐放，众多企业正成为创新的发源

地，迸发强大的竞争力，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用创新引擎助推吉林全面振兴的奋进脚步。

记者手记：
吉林是工业大省、农业大省。而今，吉

林正在谋求成为创新强省，因为这个词汇代
表着未来。

我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出台有力举
措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可谓正当其时。
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分类打造企业创新主体，
全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平台
建设和企业创新集群建设，促进全省科技创
新企业迅速壮大，将推动形成更加良好的创
新环境和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为吉林全面
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更加强大的创新支撑。

企业是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动能的关
键一环，在振兴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在创新型省份建设的催动下，自强奋
斗、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吉林企业，定能获
得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为实现我省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为 有 创 新 活 水 来
——我省创新型省份建设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华泰来

本报2月28日讯（林天天 记者闫虹瑾）今天，全省“三农”工

作金融政策对接会议在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培训中心召开。

本次会议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协办，

旨在加强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对接合作，实现

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解决问题，实打实推动金融更好支持全

省“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率先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会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详细解读了金融政

策，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吉林银行9家金融机构分别介绍了金融产品，吉林省农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安华农业保险介绍了担保和保险政策，长

春国信现代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乾溢农业发展合作联

合社、永吉县九月丰家庭农场等6家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

代表分别介绍了融资需求情况。吉林鸿翔种业有限公司与中国

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中矿棋盘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与吉林九

台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了现场签约。

据悉，近年来，我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金融改

革创新，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在养殖业方面，出台了“政银保

担”、肉牛活体抵押贷款等政策措施；在种植业方面，推出了完全

成本保险、收益保险等金融服务，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打赢脱贫攻坚战、扩大“三农”有效投资、促进乡村产业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2022年12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

6040亿元，同比增长9.2%，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2个百分点。

面对面交流 点对点解难
全省“三农”工作金融政策对接会议召开

作为我省全新的特色审判品牌，长春环

境资源法庭指定10家基层法院跨区域集中

管辖全省环境资源案件，形成“1+10”管辖的

创新模式。自2022年9月正式受理案件起，

至今共受理各类环资案件357件，已结255

件，积极为建设生态强省、绿美吉林贡献司

法力量。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承担着长春市生态

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职能，据该局一级主任科

员孙成龙介绍，长春环境资源法庭仿佛“专

属”法院一般，为其提供了贴心的专业化法

律指导，成效显著。他举例说，双方依托府

院联动机制，经常进行沟通协调，联合开展

的普法活动受到群众广泛好评。“在一起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通过长春环境资源

法庭的指导，污染环境的当事人自觉履行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确定的义务，使得受

损的环境得到及时有效恢复。”采访中，孙成

龙多次为长春环境资源法庭提供的司法服

务点赞。

据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王宇

焘介绍，为适应集中管辖后环境资源审判新

任务，该法庭通过遴选法官等方式配齐配强

法庭审判队伍，成立环境资源案件刑事、民

事、行政审判团队和综合团队，实现三合一

审判机制，发挥刑事打击、民事追偿、行政处

罚的整体合力，全方位制裁损害环境资源行

为，全面救济、恢复受损害的环境资源。

环境资源案件类型化、地域化特征明

显，同种环境损害行为往往重复出现。对

此，长春环境资源法庭坚持为民办事、为民

解忧，采取多种便民利民措施，切实方便当

事人诉讼。“我们推进‘数字化’法庭建设，实

现远程庭审、远程提讯；设计开发‘掌上环境

资源法庭’微信小程序，落实‘全域通办’改

革举措。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让百姓足不

出户，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尽享诉讼服务。”长

春环境资源法庭副庭长包娜说。

下一步，长春环境资源法庭将协助省法

院加强松花江、辽河、鸭绿江生态保护开展

跨省区域协作；为土地提供“刑民行执”全方

位司法保护，通过联动机制，共同守护“黑土

粮仓”；充分利用东北各大高校资源，将“长

春环境资源审判论坛”打造为东北区域环境

司法理论研究前沿阵地。

长春环境资源法庭——

为建设绿美吉林贡献司法力量
本报记者 赵梦卓

本报2月28日讯（记者邱国强）为激励全省应急管理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和消防指战员忠实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重要训词精神，今天，第二届“吉林好人·最美

应急人”发布活动在长春举行。

发布活动上，崔巍、毛凤娟、李猛、方琢、王兴明、艾国、徐力、

刘庆利、王洪伟、程松10人被授予第二届“吉林好人·最美应急

人”称号，获颁荣誉证书。他们之中，有的曾坚守防汛一线，鏖战

81天；有的奋战在安监应急战线15载，一对一指导服务企业；有

的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

难；有的扎根基层，在最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成为应急事业

的坚强基石……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应急人作为党和人民“守

夜人”的忠诚与担当。

近年来，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消防指战员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应急管理部和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甘于牺牲奉献，勇于担当作为，全力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应对处置灾害事故，用实实在在的

举措，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安全感。2022年全省生产安全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9.7%、33.8%；防汛工作成功应

对9次强降雨考验，人员“零伤亡”，实现安全度汛；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连续42年无重大森林火灾。

“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员，能获得‘吉林好人·最美应急人’的

称号，我感到非常骄傲。”长春市净月区南四环路消防救援站站

长助理王洪伟说，“这个荣誉并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全体消防员

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救援理念，发扬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把消防救援工作做好，为人民

保驾护航。”

“‘最美应急人’的先进事迹，令人震撼，催人奋进。”省应急管

理厅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指导处四级调研员刘野观看了本次发

布活动后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应急管理工作者，我要以他们为榜

样，努力工作、履职尽责，为吉林振兴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展示应急管理战线风采
扛起安全发展责任重担
第二届“吉林好人·最美应急人”发布活动举行

在榆树市弓棚镇十三号村，全国人大代表朱亚波的名字很

响亮。

18年来，从经营简易花卉大棚到成立花木种植基地，朱亚

波靠着一股子韧劲，不仅让自己富裕了，还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

富，成为村民口中人人称赞的“花仙子”。

2005年，一个偶然的契机，朱亚波接触到花卉行业。2006

年，她用简易棚试种了串红、孔雀草、牵牛、万寿菊等花卉品种，经

营项目由盆栽直接转项到花卉绿化美化，种植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的同时，花卉的市场占有率也逐渐增加。2014年，朱亚波成为榆

树市誉景园花卉苗木种植基地的合伙人，从花卉年产销售7000

棵发展到销售5万余棵、再到销售20余万棵，朱亚波为自己和乡

亲们铺就了一条“芬芳”的致富路。

“我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乡亲们对我的支持。”带领乡亲们过

上好日子，始终是朱亚波的奋斗目标。为了帮助大家致富，朱亚

波每年定期对村民进行花卉、蔬菜、葡萄的种植培训，传经验、教

方法、做示范，让更多的乡亲们通过学习技术知识来增加收入。

在朱亚波的指导和帮助下，当地已有160余户村民发展大棚蔬

菜，12户村民种植花卉苗木，家庭年增收达4万元以上。从传统

的基地销售转型到“基地+农户”模式，现在，朱亚波的种植基地已

成为当地棚膜经济建设的摇篮。朱亚波还长期帮扶村里有困难

的家庭、资助留守儿童。疫情期间，她积极捐献物资，发挥着一名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朱亚波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吉林省劳动模范、长春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今年，朱亚波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谈起这个新身份，她

说：“这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一定不负人民重托，积极建言献

策，履行好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作为农业战线的全国人大代

表，朱亚波关注最多的就是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的事儿。这

次赴京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她准备的两件建议全部

与“三农”有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朱亚波在其中一件

建议中呼吁，“要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质量等

多种举措，把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留在农村。”

全国人大代表朱亚波：

走出“芬芳”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