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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车北上”6月起接受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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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
步。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坚定理想、锤
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
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

动、强大的战斗力，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是关键。

理论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必然有从认识
到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深化。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的理论学习方法，为广大党员干部夯

实思想根基、强化理论武装提供了重要遵循。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学与知是前提和基
础，思与信是重点和灵魂，用与行是目的和责
任，把它们贯通起来、统一起来，做到学以知之，
思而笃信，用以促行。这一理论学习方法，深刻
阐释了正确认识的辩证过程、普遍规律和有效
实践的方法、动力与目标，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是对马克
思主义学风的理论创新。 （下转第三版）

始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本报评论员

28.1%，这是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

百分点。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

局之年，吉林的这张投资“成绩单”彰显了

全省扩内需、促转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保证

发展“加速跑”，投资既是“催化剂”，也

是“推进剂”。然而，实现如此大幅度的

投资增速，吉林该如何保证投资的有效

性？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66.9%，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3.1%，第

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8.1%；从重点领域

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2.3%，基础设

施投资同比增长38.1%，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32.5%。”穿透表面细细观之，在

省统计局局长林梅的介绍中，答案呼之

欲出——重点布局，精准发力，摒弃“大

水漫灌”式的盲目投资，对于不同产业和

不同领域采取差异性投资政策，既保证

了“量”的优势，又有效促进“质”的提升，

这无疑是促进我省经济发展的投资“最

优解”。

在这条昂扬向上的增长曲线背后，是

不断增强的市场信心和发展的澎湃动

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丁一兵表示，

“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投

资表现出比较旺盛的增长势头，显示出这

一时期吉林省投资增长并非单纯由某一

部门、某一产业投资增长所致，而是政府、

民间投资两旺。”

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高速增长，离不开

重大项目的有力承接。与宏观数据相呼

应，在多个细分领域的项目投资数据中，

都反映出经济向上的趋势和内生动力增

强态势。全省47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完成

投资4.6亿元，同比增长21.1%；肉牛建设

工程项目投资超3亿元，是上年同期的3

倍；道路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4%；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完成投资额

同比增长1.5倍；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投资同比增长51.8%。

“年初以来，省发改委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持续强化‘项目为王’的鲜明

导向，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全省投资

实现持续稳步增长。”省发改委副主任邢

天宇介绍，“在冬季，我们开展项目前期专

项行动，指导各地利用冬季加快立项、土

地、规划、环评等前期手续办理，全力推进

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开

展了汽车产业集群、农业十大产业集群、

旅游、能源、医药健康5个重点领域项目开

工活动。组织各地采用项目集中开工、重

大项目单体开工、项目巡检等多种方式，

推动项目在春季早开快建。一季度，全省

共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955个，较去年

同期增加205个，长春轨道交通三期工程、

比亚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查干湖水生

态修复与治理试点工程等一大批重大项

目顺利开复工建设。” （下转第二版）

保证“量”的优势 促进“质”的提升
——我省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解读

本报记者 邱国强 刘姗姗 杨悦

最美四月天，春风拂面，阳光正

好。

取道长春之北，驱车奔赴松原，

今天我们要去探究一下阳光是如何

变成财富的。

直奔正泰松原新能源智能电气

产业园新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只见

在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上，机械手臂挥

舞，20余道工序过后，一块550W的光

伏板正式下线。

这光伏板就是将阳光变成财富

的法宝。

“目前日产光伏板1万块，日产值

可达1000万元。”公司总经理王玉学

兴冲冲地告诉记者，除光伏板生产

外，逆变器、储能系统等光伏组件的

生产很快也会提上日程，这些产品全

部下线后，年可实现产值38.5亿元，

实现税收0.56亿元，可带动就业1300

人。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00亿元，

占地43.27万平方米，由“太阳能光伏

组件厂＋逆变器制造厂＋磷酸铁锂

储能电池厂”等一系列新能源光储充

产业链装备制造项目共同组成，总产

能为6GW高效组件，分两期建设：一期

建设2GW高效组件，投资30亿元；二

期建设4GW高效组件，投资70亿元。

再深入了解，王玉学的话让人咋

舌：“这个项目从2022年9月8日全面

启动，到12月15日第一批组件成功

下线，实现了99天投产的‘闪电’建设

速度。”

百亿元项目！99天！不由让记

者想到体现“松原速度”的另一个范

本。

2021年11月7日，松原市与中车

集团新能源合作在北京签约。100天

后，2022年2月28日，中车松原新能

源产业基地项目全面启动。随后又

一个100天，企地携手战疫情、斗严

寒，团结一心、砥砺奋斗，完成了项目

从全面启动到产品正式下线的又一

个百日速度。7月11日，产品正式下

线。

“松原速度”再创99天奇迹的背

后，有着怎样的神奇操作？

翻看松原市“项目服务专班工作

实报”，从中我们仿佛看到为了把“阳

光变成财富”，松原人抢抓项目建设

的一个个争分夺秒、全力以赴的沸腾

场面。让我们摘取几段——

2022年7月14日，企地双方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后，两天时间完成12个

具备日常办公、会务、就餐住宿等多

功能办公室的建设，并成立了20人的

项目服务专班；2日内完成地下管网

测绘、5日内完成地质勘探报告。

7月26日完成松原市新能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工商注册；7月27日完成

松原市杭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注册；7月28日完成项目地块规划

条件；8月1日完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8月2日完成项目备案；8月6日

完成定批次组卷；8月7日市住建局质监站、安全站介入；8月19日完成配

套道路选址论证报告；8月31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9月1日核发施工许可证；9月5日同日核发安评、水保、职业健康

评价批复；9月6日完成土地挂牌；9月15日完成环评报告批复；10月10

日取得土地挂牌出让资格确认书；10月18日完成项目节能审查；11月4

日完成全部土地出让金缴纳。

7月17日安装匹配1台315KV变压器，7月27日增加1台500KV变压

器，7月31日，水、电、给排水、燃气等全部配备完毕。北侧长1357米、路

宽40米，东侧长570米、路宽24米的配套道路也分别于8月4日、10月5

日竣工通车。

一个个日期的背后，是松原市积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少开会、上

一线，懂专业、亲自干”的工作作风推进项目建设，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核动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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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曲镜浔）“五一”假期，旅游

需求得到充分释放，我省文旅市场热度激

增，消费势头强劲。据携程平台数据统计，

全省总订单量比2019年“五一”首日增长

131%。延吉市、集安市等地更是一房难求。

吉林市松花湖开江鱼美食节、松原市

查干湖开湖节、吉林龙湾野生杜鹃花卉旅

游节、大安市首届嫩江湾国潮赏花美食节

等开幕现场人头攒动，特色美食美景吸引

众多游客体验。在查干湖北景区捺钵广

场，现场品尝到铁锅炖鱼的游客纷纷感叹：

“查干湖的鱼名不虚传，吃起来确实香！”

重点景区旅游备受青睐。“五一”假期

首日，伪满皇宫博物院接待游客1.18万人

次，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接待游客0.77万

人次，长春世界雕塑园接待游客0.5万人

次。此外，各博物馆、图书馆也吸引了众

多市民游客参观打卡。

从4月29日开始，长春莲花岛景区为

游客打造了“莲花岛·夜长春”沉浸式主题

夜游，吸引众多游客沉浸体验。据长春莲

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副总经理孙语良介

绍，民国主题街区和湖面在声光电方面进

行了升级改造，4场大型演出科技与文脉

并重，将实景演出、水幕秀、激光秀、灯光

秀多种演绎形式融为一体，大大增强了游

客的体验感。“五一”假期前两日，景区共

接待游客2.1万人次。

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游人如

织，大家或漫步赏景，或驻足拍照。来自

沈阳的晓楠向记者展示她两次来此拍摄

的照片，与之前冬季皑皑白雪背景不同的

是，如今的背景已变成绚烂的花海。据了

解，此次民俗园进行了升级，在硬件设施

上，将以往的打卡拍照点全部铺设了石板

路，大大方便了游客。

据了解，为着力推动今年“五一”文旅

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全省文旅消费产品和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丰富，不仅有160余项

文旅节事活动和66场戏曲、歌舞、交响乐

等文艺演出，还开展340余项群众文化活

动，推出214个博物馆展览展示。

各地还推出众多打折促销、满减优惠

活动。四平市全市3A级以下旅游景区、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全部免门票开放。松原

市查干湖景区实行门票“零元购”优惠活

动并开通景区直通车。延边州31个农村

“旅游驿站”和81个城市“暖心驿站”面向

游客开放等。

我省“五一”文旅市场热度激增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终日在崇山峻岭中跋涉，在黯黑隧道

中巡检，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不仅

辛苦，还有不为人知的单调、孤独和寂寞。

33年来，吉林通化工务段桥隧车间第

一维修小组扎根长白山腹地，坚守工匠之

志，传承工匠之魂。他们说，我们身处高山

密林，但心里始终有一个“大国工匠”梦。

岁月往复，车轮滚滚，这个梦从未动摇。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

“桥长334.5米，桥孔总长297.03米、

桥枕 908 根、钩螺栓 1816 个，护木总长

586.08米……”多年来，刘传双经常记不

住老婆孩子的生日，甚至忘了自己的生

日，但对梅集线127公里282米处钢梁桥

的数据却张口就来。

这是第一维修小组的基本功。小组

负责的梅集线、通灌线、鸭大线内所有的

桥梁、隧道、涵渠，每一处位置、每一套设

备都已深深地印刻在组员们的脑海里。

刘传双笑着说：“小组学习技术都有

些内卷了，大家比着学、赛着学，对关键路

段技术数据，基本上每天一练、每周一比，

个个不服输。”

李志光来到第一小组后，发现组里缺

少电工、电焊工，立马买来专业书籍学

习，白天有空向师傅请教，晚上在家啃书

本。每逢周六、周日，他就到单位练功场，

用废料练习焊接。几年来，数不清的材料

在反复试验中被焊得“千疮百孔”，他身上

也被烫得伤痕累累。

“那段时间，根本看不到他的影儿，早

上我们没起床他就上单位了，晚上我们睡

觉时他还没回来。周末回来了，还带着一

身伤。”妻子王玉敏话语中有一丝埋怨，但

更多的是心疼，“李志光那时候像疯了一

样学习，劝他放松点，可他说小组所有人

都有‘绝活’，不能拖别人后腿。”

2018年，李志光成功考取电焊工职业资

格证。如今，他成了小组里的“技术大拿”。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桥隧工外表看起来粗枝大叶，干的是

体力活，可实际上往往需要“绣花功夫”。

因为无法预知巡检中会遇到什么大事小

情，所以特别需要多种技术储备。第一维

修小组个个“身怀绝技”，木工、瓦工、油漆

工、电焊工等工种的技能，人人具备。

小组组员多半是班长宫汝文带出来

的徒弟。老宫带徒弟不是私相授受，是在

工务段里正式签订师徒协议。第一堂课，

老宫通常不讲技术，先讲态度：铁路线上

的每处设施、每个零件都关系着万千乘客

的生命安全，巡道检修要把每项工艺、每

个步骤都研究得明明白白，琢磨得清清楚

楚，要做到“千百次作业标准不走样、千百

次作业一个样”。

“90后”的王宏志是老宫的得意门生，

上班时两人一起研究木工、瓦工等技能，

下班后研究编制钢筋网、预制人行道步

板，晚上老宫还要打电话嘱咐他背诵安全

施工的相关规定。经过几年的磨练，王宏

志多次荣获沈铁集团和通化工务段技术

状元、技术能手、技术标兵等称号。

第一维修小组盛产“全能运动员”，谁

身上都有“绝活”。后进小组的关龙，主动

利用休息时间给机械设备做保养。别人

干完活休息了，他还得忙上一阵子。经他

“过手”的设备，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安

全高效，组员们叫他“保养师”。他说：“要

想把活干好，家伙式儿必须整‘硬实儿’

了，这个细节绝不能忽视。”

偏毫厘不敢安，千万锤成一器

第一维修小组坚持每天一练、每周一

赛、每月一演习、每季一比武，33年从未间

断。专心致志地学、一丝不苟地练、兢兢

业业地干，为的是“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2016年9月，第一维修小组在巡检中

发现铁路沿线一处桥梁端挡砟板窜动，两

根轨枕处于悬空状态。碰到这样的新问

题，组员们有点挠头。刘传双立即率后援

力量赶到现场，5个人蹲在梁头上边研究

边试验。在选用整块瓦、木模板试验接连

失败后，刘传双果断决定尝试使用6毫米

铁板插入梁头处。试验终于成功，小组一

举破解了挡砟板窜动的技术难题，在不间

断行车的情况下成功排除险情。

2022年8月一个深夜，突降暴雨，梅

集线一处“下穿立交桥”路面积水严重。

赵宝臣和关龙接到通知，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由于杂

物淤堵、排水不畅，已经烧坏了两个水

泵。剩下的备用水泵没有自动控制系统，

手动操作费时费力又有风险。一急之下，

两人决定现场改造水泵。凭着多年的技

术积累和演练经验，两人摸索着改变电源

线路、安装改善控制器、传感器，忙活了将

近2个小时，终于给水泵安装上了自动控

制系统，地下积水得以顺利排除。

偏毫厘不敢安，千万锤成一器。第一

维修小组的人都知道，正是有平日里不敢

偏毫厘的“千万锤”，才能够在紧要关头“成

一器”。他们打造的这个器，虽无形，却重

逾泰山。它只有两个字，叫做：安全。

不 为 苍 凉 易 匠 心
——记吉林通化工务段桥隧车间第一维修小组（三）

本报记者 于迅来 曹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