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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泽溟）近日，由中车

长客研制的国内首款市域C型动车组

在上海对外发布。该动车组基于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技术平台打造，结合公交

化运营特点，在车辆工业设计、安全舒

适、智能化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实现了

高铁技术与城市轨道交通运用模式的

结合，是国内首列时速160公里市域C

型动车组。

该动车组外部整体采用蓝白涂装，

以流线型造型为主，搭配具象化的城市

元素标识，整体设计风格灵动清新、动

感十足。车体结构延续复兴号动车组

平台，强度优于行业高等级标准，整车

满足时速25公里碰撞安全性要求。

为满足公交化运营需求，车辆实际

承载能力能达到每平方米8人。列车转

向架结构基于复兴号动车组转向架技术

平台，具有先进、成熟、安全、可靠等特

点。以高铁技术平台为基础，该动车组

动力学性能指标达到优级，车内噪声指

标更优，整车气密性更强，能够保持车内

气压稳定，为乘客带来舒适的乘车体验。

该动车组实现了国内首次在市域

动车组中采用的自动折返功能，并配备

智能旅客服务系统，提供智能照明、乘

客人数计算等服务。同时，动车组还具

备智能运维功能，采用智能监测系统，

对包括走行部、弓网、车辆运行性能等

关键指标进行监测，通过轨道监测、主

动障碍物探测技术确保运行安全，采用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运用大数据

技术为列车保驾护航。

中车长客发布国内首款市域C型动车组

本报讯（记者张鹤 实习生王鹭）自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吉林工程技

术师范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积极采

取“三心”措施，为学生考研备考提供全

方位的关心和支持。

营造良好学习环境，让学生备考安

心。校学工部与图书馆、教学单位联动，

改进服务方式，设立考研自习室。其中，

凯旋校区图书馆闭馆时间延长至午夜

12点，各学生公寓也为考研学生延时归

寝开通了“绿色通道”，长德校区还在各

教学楼内设立了考研自习室。

加强校园安全管理，让学生备考放

心。校学工部与保卫处联动，通过加派

保安人员等举措，进一步加强自习室和

图书馆的安保措施，为学生夜间学习提

供安全保障。此外，考研学生在图书馆

学习以及回各公寓时分别有志愿者提供

贴心服务，充分保障学生们的安全。

改善学习硬件设施，让学生备考舒

心。学校各职能部门与图书馆积极协

作，不断为图书馆优化空间育人功能，

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不断进行资源配

置。相继改善了自习室和图书馆的学

习环境，增设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

学习设备，充分满足学生们的学习需

求，方便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更便捷地处

理相关事宜。

同时，学院还为学生们准备了许多

便利的工具和设施，特别是在图书馆一

楼增加了朗读亭和储物柜。朗读亭是学

校为考研学生打造的一个独特的学习空

间，配备了先进的声学设备和高质量的

阅读材料，可以为考生们提供一个静谧

的学习场所。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在

舒适的环境中收听英语朗读、掌握英文

发音，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阅读材料，

进行深入学习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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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国之大者”。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随后，我省召

开“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启动大会，全

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到2035年粮食产

能跨上千亿斤台阶。

产能提升从何而来？千亿斤目标怎

样实现？近日，记者蹲点我省水稻第一大

县——镇赉，感受一场来自水稻田里的“科

技增粮”大战。

三代科研人的坚守
盐碱地上“种”出水稻第一大县

谁能想到，已连续5年在我省夺得水稻

产量第一的镇赉县，种稻历史还不足40年。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大片大片的稻田，

在35年前竟是连野草都难以茁壮的盐碱滩。

35年，镇赉县靠什么换来这样的巨变？

靠科技！

正值六月，镇赉县嘎什根乡一望无垠的

水稻田里，稻苗正茁壮成长。

1.8万公顷！

如此种植规模，让嘎什根乡成为吉林省

水稻第一大乡。

全省第一，并不是嘎什根乡的最终目

标，有县委、县政府的科学规划和支持做底

气，有省农科院专家团队雄厚的科技力量支

撑，嘎什根乡有信心在水稻产量和质量上领

跑全国。

“嘎什根乡是镇赉县水稻产业发展的起

点，是三代科研人的接力战，也是政府与科

研单位合作的结果。”省农科院进驻嘎什根

乡第三代科研人员带头人侯立刚介绍说，

1988年，第一代水稻专家进驻嘎什根乡时，

那里土壤盐碱化严重，又经常受内涝影响，

农民在盐碱度相对低的地方种植玉米等旱

田作物。低产甚至绝收，导致嘎什根乡非常

贫穷。专家们实施旱田改水田，用“马粪调

酸法”调节土壤盐碱度，解决盐碱土壤育苗

难问题，又引种“长白9号”等耐盐碱品种，配

以相应的栽培技术措施，在嘎什根乡实施

“以稻治涝、以稻治碱”种出了第一批水稻。

尝到种稻的甜头后，嘎什根乡及镇赉东部各

乡镇开始大面积开垦并以种稻的方式改良

周边的盐碱土地。

一代接一代的科研人靠扎扎实实的科

技创新，在镇赉的大地上破解了我省西部盐

碱地变“米粮川”的三个瓶颈：以水压盐碱洗

盐碱，把“不毛之地”改成了良田。小拱棚育

苗，解决庭院不能育苗问题。大中棚+抢早

育苗，解决镇赉县不能种植中晚熟品种的问

题，达到水稻高产和高品质效果。

如今，镇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至

305万亩，其中水稻面积占一半以上。水稻

产量持续穏定在20亿斤左右，比1988年增

加了1.4万多倍。水稻单产也由亩产300公

斤增加到当前的651公斤，超级稻单产突破

760公斤。

据了解，镇赉县正在实施“盐碱地等

耕地后备资源综合整治”国家试点项目，

计划新增耕地 12.35万亩，增加粮食产量

6万吨。

院地合作再挖潜力
水稻产量大县跃升水稻强县

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镇赉应该作

出怎样的贡献？镇赉的增粮潜力从何而来？

镇赉县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县委县政

府给出了坚定的方向和答案：

建设全省水稻第一强县！实现水稻产

量、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增粮潜力仍然在科技！（下转第二版）

水 稻 田 里 觅 科 技
本报记者 孙翠翠

本版编辑 王立新 张善奎

近日，长春公园的 6 万
株芍药花进入盛花期。姹紫
嫣红的芍药花芳香扑鼻，吸
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拍照。

本报记者 张野

实习生 吴成成 摄

本报讯（记者王焕照）公主岭市把招商引资放在经济工作的

重中之重，围绕重点产业、重大平台、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

1-5月，洽谈产业项目126个，其中重点推动88个、签约18个、落

位20个，到位资金67.25亿元，同比增长31%。

以项目促投资，以投资稳增长、促发展，公主岭市按下有效

投资的“快进键”。市领导牵头招商组，锚定央企、外资、行业领

军企业、重点科研机构，举办招商活动30余场（次），推介重点项

目150个，与荷兰瑞克斯旺种苗集团、北京协合集团等企业签署

投资框架协议，招商引资强势开局。

不断补链强链延链，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洽谈、签约、落

地。围绕汽车产业，落位新能源电池电芯等14个汽车零部件项

目，上海福迈迪新能源汽车检测等17个奥迪PPE平台项目达成

合作意向；围绕物流产业，完成医药仓储物流项目签约，重点推

动投资6000万美元的易电新能源物流园项目落地；围绕食品产

业，引进大连棒棰岛肉制品加工、阿米哥爆米花等10个食品加

工项目，重点推进来三斤预制菜项目；围绕种业，引进先正达、隆

平高科、鸿翔、北方沃德等种业头部企业，完成制种5万亩。同

时，推动中铁建投资35亿元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园等

8个项目签约。

主攻主导产业，引育优质企业，立足农、高、科，引进李玉、荣

廷昭、王立军、赵春江等院士专家团队，吉林农大“两院两中心”、

先正达“三中心”、鸿翔生物育种中心等科研平台落地建设，全力

推进肉牛良种繁育融合示范园、食用菌产业园、恒通数智设施示

范园等47个重点项目，发挥产业链招商引资倍增效应，为发展

蓄积了强劲动能。

公主岭精准招商蓄积发展动能
前5个月到位资金同比增长31%

火热的六月，将迎来青春的盛会。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

于6月19日启幕。

15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十九大代

表相聚北京，以青春的意志、青春的热血、青

春的奋斗共绘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蓝图。

青年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

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关

心青年成长成才、谋划青年工作发展，推动

青年发展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取得历史性

成就。

新征程，诠释新青春。在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壮阔进程上，新时代中国青年必将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永不停滞的前进姿

态，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

青春，与时代同歌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得知大家通过

学校设立的科技小院，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

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我

很欣慰。”

202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国农业大

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用心记下总

书记的谆谆教诲：“青年人就要‘自找苦

吃’，说得很好。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

这股精气神。”

到航天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赴未名湖

畔聆听青春诗会；在巢湖之滨勉励青年要敢

于做先锋；走进政法院校嘱托青年坚定跟党

走……每到青年人的节日，无论多忙，习近

平总书记总要同青年交流谈心，为青年指引

成长的方向。

“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

年人的”。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定下的“日

程”，体现着青年在他心中的分量。

“青年强，则国家强”“全党要把青年工

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在作二十大报

告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沉而坚定的话语，振

奋着广大青年，揭示了青年工作在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中的战略性地位。

在建党百年的庆典上，作出“未来属于

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的深情勉励；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青年一代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

指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

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

……

主持召开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指导出台新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指导发布新中国历

史上第一部专门关于青年的白皮书，指导

制定《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关

于 全 面 加 强 新 时 代 少 先 队 工 作 的 意

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

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始终

把重视青年、培养和爱护青年置于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大局之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有一

代青年的使命。

历史行进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中国青年运动的时

代主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

1981年，北大学子在燕园一起喊出“团

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2018年5月，在北大同师生座谈时，习

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们仍然

要叫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

奋斗。”

澎湃中国梦，青年担当复兴大任搏击

潮头。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后首次出京

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红旗渠。

当年，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奋战1年

5个月，将地势险要、石质坚硬的岩壁凿通而

成的输水隧洞因此得名青年洞。

总书记说，“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

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

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

在历史的丰碑上。”

青春传承，历史的接力棒传到当下；盛

世有为，复兴的重任挺膺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在民族复兴的坐标

上指引青年一代成长成才：

“你们将成为‘两个一百年’的股肱之

臣、栋梁之才。要撑得住。这只中国龙啊要

有骨干、要撑得住，她才能够更高地腾飞。

这就是我的一个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切切期盼、谆谆嘱托，

给予青年人更多前行追梦的力量。

青春，与发展共进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2018年7月2日，团十八大闭幕不过几

天，习近平总书记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集体谈话时这样强调。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习近

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团的所有工作，归结到

一点，就是要当好这个助手和后备军。”

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根本大计，

牢牢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

个根本任务，各级共青团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教育青年、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青年，引导广大青

年一心向党、积极向上。

——引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

2023年4月，“思想的力量”——共青团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万场宣讲进青年”启动暨青年化

阐释示范宣讲会在京举行。（下转第三版）

青春，在复兴征程上闪闪发光
——写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新华社记者 黄玥 徐壮 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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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