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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月，气温回暖，
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
园冰凌花谷内，一簇簇冰
凌花正破冰而出，迎春绽
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
花。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本报讯（魏静 郭磊 记者陈沫）日前，记者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年来，我省高度重

视候鸟保护工作，采取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保护

措施，全面推进辖区内候鸟保护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目前全省已记录到的鸟类达385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01种，包括国家一

级保护27种，国家二级保护74种。2022年，全

省监测发现中华秋沙鸭总数600余只，比2018

年繁殖种群增长近300只。白鹤每年春秋两

季在吉林停歇觅食数量平均在2000多只，占

世界现有种群数量的一半以上。

我省地理位置独特，湿地资源丰富，位于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是白鹤、丹

顶鹤、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等濒危物种重要迁

徙繁殖地。我省候鸟迁徙主要分为东西两线，

其中东线始于珲春图们江口，往西伯利亚迁徙，

涉及吉林、蛟河、集安等东部各县市。西线始于

西辽河，住北迁往西伯利亚，主要包括西部的洮

南、通榆、镇赉、长春、农安各县市。

近年来，全省常态化开展保护专项行动，

持续加大对鸟类的保护力度。省林业和草原

局积极组织各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持续开展

野外巡护、清山清套清网活动和候鸟护飞行

动，积极会同公安、市场监管、海关、网信等部

门联合开展打击非法猎捕和交易野生动物专

项执法行动。2022年，我省首次启动了迁徙

水鸟同步调查，在全省共选择99个样区，布设

290个样点，基本实现了全省迁徙水鸟分布区

域全覆盖，为有效开展候鸟栖息生境保护、野

外监测巡护、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野生动物收

容救助、保护政策制定和保护工程实施等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我省候鸟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已记录到鸟类达385种

在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厂，经常能看到一

位戴着眼镜的短发女工，像男同志一样爬管

廊、扳阀门，穿梭在各种装置之间。她就是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的吉林省首席技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

公司炼油厂加氢一车间反应岗位主操作工李

艳。

3月3日，李艳刚从北京参加会议回来，

没顾上休息，就赶到车间，把自己在火车上整

理好的数据录入到电脑里。李艳工作的加氢

裂化装置有30多个大小塔罐，77台机泵设

备、208个控制点、49个控制回路。她对这些

数据都熟记于心，每年3000多次操作准确率

都是100%，操作平稳率99.99%，处于国内同行

业领先水平。

保证操作的高准确率，是实现提质增效

的一项重要保障。2018年企业效益低迷，那

时她就意识到，要确保整个装置的高准确率，

就要培养更多的人才。“新时代产业工人光埋

头苦干不行，还要时刻关注前沿科技，不断提

高自身技术水平，设定目标、大胆创新、提质

增效。”

从2018年开始，她就开始制作“原料油比

例，装置关键参数和产品质量对照表”。尽管

这项记录枯燥、单调，数据量巨大，但她一直

坚持，至今已记录30多万个参数。一开始，大

家觉得她在做无用功。但她认为，只有把这

些参数翔实记录下来，才能真正发现规律，实

现精准操作。她通过数据记录和分析，实现

了精制柴油产品国Ⅳ、国V、国Ⅵ质量提升，使

精制柴油的硫含量从350ppm降到100ppm，直

至现在小于10ppm。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得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一些枯燥的事情。”李艳说，“我们追求操

作平稳率的百分之百，就是追求炼化装置生

产安全的百分之百，并通过精准操作和控制

实现提质增效。”

2020年8月，李艳通过反复查找资料和

逐项论证，完成了《优化分馏系统换热流

程，降低加热炉负荷，节约燃料消耗》项目

攻关，年可增效120万元。2021年，李艳与

团队取得了《高压换热器结盐》等3项攻关

成果。仅一项小技改项目《控制阻垢剂注

入量，降低三剂成本》，就节约29.13万元。

2022年，李艳和团队又攻克新课题《加氢装

置如何优化分馏系统操作条件，实现精准

切割最大程度提高乙烯原料石脑油和加氢

裂化尾油的 收率》。 难 题解 决后 增效

768.62万元，为吉林石化公司落实“减油增

化”部署作出了贡献。

工作26年来，李艳一直坚守平凡岗位，以

不凡的业绩诠释了巾帼匠心。“能把平凡工作

做到一个很高标准，就是工匠精神。我干工

作力求完美，会一直坚持。”

李艳：“巾帼能手”筑梦平凡岗位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吉林好人 引领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采访李宗光，很特别。

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李宗光一直开着越野车，载

着记者奔跑在田埂、田间和

他的万亩良田周边，感受备

春耕的气息和黑土地保护的

变化。

李宗光是农安县宗光农

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级农

技师。10 年前，他带领合作

社，在农安县率先购买免耕播

种机，应用保护性免耕播种技

术，托管农户土地。目前，合

作社土地托管面积近 1.1 万

亩。

万亩田有多大？站在大

地上，透过层层树木，一眼看

不到边；坐着越野车，蜿蜒曲

折也跑了近一个小时。

李宗光说，这就是他为之

奋斗10多年的“战场”，也是“耕

地中的大熊猫”，它的每一寸都

承载着科技的基因和政策的血

脉。

冬已逝，春可期。初春的

田野，阳光普照，春风荡漾，充

满了生命的活力。

清晨，薄雾刚刚散去。奔

跑在凹凸的田埂上，土地松

软，泥土飘香，隆隆机器声打

破了沉静的大地。

“这万亩地全部采用‘保

护性耕作梨树模式’，土壤通

透性强，玉米抗旱抗涝，1公

顷地打粮2.5万斤左右，节约

成本1000多元。”李宗光指着

一垄垄黑色的土地说，去年

秋天玉米收割后，便进行了

秸秆还田处理。这样实施保

护性耕作，秸秆和根茬覆盖

地表，减少了土地翻耕，提高了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实现

粮食增产增收。同时，播种采用了六行免耕播种技术，相

比传统免耕播种，效率提高近3倍，极大地节约了人力、物

力成本。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

这就是我们丰收的最大底气。”李宗光声音振奋。

驶出田埂，奔跑在田间小路上，一辆辆挖掘机正在路边

作业，场面热火朝天。

“以前，这些田都由农户各自经营，如同一盘散沙，大家各

自为战，公共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基本无从谈起。”李宗光说，

合作社采取黑土地保护土地托管模式，受到农户的欢迎和认

可，目前带动种植户400余户和脱贫户35户。合作社对托管土

地实行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将原来的水沟、田间路、“磨牛地”平

整好，建成有利于机械化作业示范田，提高了机械利用率、劳动

生产率和土地实施利用率。同时，合作社还邀请农资服务队、

植保服务队，对托管土地统一管理和服务，粮食产量平均增长

10%。

“合作是农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推行黑土地保护土

地托管模式，让我们对未来发展信心更强。”李宗光说。

驶离田间，奔跑在乡间公路上，一辆辆农资运输车快速

闪过，驶向前方。

“备春耕是一年一度农业生产的首场‘战役’，更是全

年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李宗光说，目前，合作社的全体

员工正在进行机器维修和养护，确保春耕生产万无一失。

合作社共有免耕播种机、拖拉机、深松机、条耕机、玉米收

割机等农机具40余台套。所有这些农业机械设备和基础

设施的积累，为合作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机械化水

平的不断提升，不久将来，合作社将真正实现耕、种、收、烘

干的全程机械化，从而推动粮食规模经营走上持续发展轨

道。

“实现全程机械化，既解决了土地零散问题，又解放

了劳动力，使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李宗光大声说。

采访结束，停车，登上一处山坡。山顶立有“岳王城古

城”石碑，相传渤海王国时期，有一位叫岳王的贵族，在这里

修建了一座城池。山下，是奔流的松花江环绕的万亩良田。

“未来几年，我要与农户深度合作，让这山上山下土地

连成一片，让农民的收入再翻一番。到那时，岳王的‘八百

里’城池，将变成富民的‘八万亩良田’。”

李宗光用力地挥着手说。

李
宗
光
的
万
亩
良
田

—
—

﹃
新
农
人
﹄
备
耕
记⑤

本
报
记
者

曹
梦
南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王焕照）今天，公主岭市政府与

吉林农业大学科技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携手共建

“两院两中心”，即：玉米产业研究院、食药用菌精深加工与

高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工作中心、肉牛产业研

究院，共同探索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有效路径，全面促进长

春农高区科技成果转化。

长春农高区获批以来，聚焦玉米全产业链发展，举全

市之力，搭建研发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招引优质项目，

特别在科研合作方面搭建了一批科研平台。先后引进了

先正达、隆平高科等一批国际化、国内一流种业新型研发

企业，与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吉林农大等15家科研单位建

立了合作关系，农高区科技创新活力不断迸发。

当前，长春农高区建设正处于整体提升的关键时期，

玉米种业、精深加工、肉牛等产业发展需要充实更多科研

力量，特别是玉米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方面更需要借助吉林

农大的科研力量，延伸产业链价值。吉林农大副校长刘景

圣表示，“吉林农大的人才优势将和公主岭农业优势有效

对接，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成果转化等方面结出硕果，

助力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此次签约合作将为公主岭市加快实施“千亿斤粮食”

“千万头肉牛”工程提供强大助力。长春农高区工作专班

科研合作负责人王海成表示，“我们将开展联合攻关，解决

农高区玉米、肉牛、食药用菌精深加工等重点产业关键瓶

颈问题，促进成果转化，助力农高区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规模效益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先行区和绿色循环农

业科技新城。”

加速构筑发展“创新矩阵”
公主岭市与吉林农大开展科技合作本报讯（记者刘巍）日前，长春工业大学的

王同学焦急地来到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户

政大厅求助，王同学不慎将居民身份证丢失，

而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又急需身份

证。大厅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告知王同学，

目前我省已经实现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全省

通办”，只要户籍地为我省居民，申换补领居民

身份证期间急需使用证件的，可以在省内任一

户政大厅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随后，工作人

员当场为其办理了居民身份证补领手续，并现

场为其受理、制作了临时身份证。

年初以来，省公安厅聚焦群众异地办事

“多地跑”“折返跑”问题，在实现居民身份证

申、换、补领“全省通办”“跨省通办”和“一日

办”基础上，继续推出临时居民身份证“全省

通办”服务，省内任一县市区公安机关户政大

厅均可受理本省户籍居民办理临时居民身份

证申请，现场受理、现场制作、现场发放，用

“全省通办”的受理范围解决群众“折返跑”问

题，用“立等可取”的时效解决群众急需用证

的难题，最大限度最优举措服务群众。

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实现“全省通办”

本报讯（记者张雅静）“在企业申报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过程中，驻企专员主动承担

帮办工作，带着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到中韩示

范区相关部门，面对面为我们进行申报辅导，

完善材料，今年很有信心能够申报成功！”长

春市金星源机械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起中

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用心用情为企业服

务的态度，连连点赞。

为全面落实长春市“万人驻（助）万企”行

动，中韩示范区迅速行动，召开专题会议，从

管委会选拔35名优秀年轻干部进驻47户企

业，截至目前，共收集企业问题19件，已解决

7件。

据介绍，中韩示范区坚持“管委会领导高

位统筹+部门协同组织+驻企干部具体负责”

的组织领导体系，安排专人负责“驻企”日常

工作，建立“日报告、周小结、月专报、半年和

全年总结”制度。对企业提出的重点难点问

题由相关部门领导进行督办，进一步细化解

决助企问题的工作流程，制作“问题流转单”，

采取“个性问题部门处理、共性问题联动处

理、疑难问题会商处理”的问题快速化解机

制。各驻企专员积极担当、主动作为，采取

“亮证服务”，接受企业监督。

同时，中韩示范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精心谋划各类助企活动。针对区内企业招

聘难的问题，与长春市工信局、长春市人才

市场联合组织全市民营企业招聘服务月活

动，第一期活动组织13户重点企业参会，40

余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签约意向。此外，组

织高榕生物、亚泰制药等企业参加长春市

“线上精品直播课”活动，进一步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近期还将组织区内企业融资对

接专题活动。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强 化 服 务 助 企 发 展

本报讯（记者黄鹭）近日，省委书记景俊

海，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在北京会见德国奥

迪汽车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大众汽车集团

董事会董事杜思曼一行。

景俊海、韩俊表示，经过30多年的真诚交

流、携手共进，德国奥迪与吉林省、中国一汽

的合作已经成为中德合作的典范。事实证

明，奥迪选择吉林和一汽作为合作伙伴，是完

全正确和极为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

振兴发展寄予厚望，特别关心中国一汽的创

新发展。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举全省之力支持一汽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大力推进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加快

打造现代汽车万亿级大产业。希望奥迪抢抓

时代机遇，进一步深化与吉林和一汽的务实

合作，加快推动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竣

工投产，把更多好车型、新车型放在吉林生

产，吸引更多配套厂商落户吉林，携手开拓更

大市场，共同铸就新的辉煌。

杜思曼感谢吉林省、长春市对奥迪的大力

支持。他表示，对奥迪和吉林省、中国一汽的合

作特别是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充满信心，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与奥迪共同深化技术交流、

拓展汽车市场，为中国客户带来更好驾乘体验。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长贝瑞德；省

及长春市领导蔡东、李伟、王子联，中国一汽

集团总经理邱现东，省政府秘书长安桂武参

加会见。

携手开拓更大市场 共同铸就新的辉煌
景俊海韩俊会见奥迪汽车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杜思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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