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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柳青）加大干劲，开足马力。长春

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项目正在抢抓时

间，不断刷新项目“进度条”，全力推动园区建设提

速、提质、提效。

该项目位于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由吉林省龙

翔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园区总体规划

9平方公里，由中国化学东华科技公司进行总体规划

和产业规划设计。一期项目占地约3.7平方公里，总

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26亿元，建安

投资约95亿元。按照《化工园区开发建设导则》和园

区认定、评级要求，在4月30日后，将迎接省工信厅、

应急厅的检查。

长春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总体发展

目标：打造吉林省碳达峰碳中合示范园区、创建智慧

化工园区示范园区、推动“化学药品原料药+中间体+

制剂”全产业链发展。建设“高端专用化学品+高性

能新材料”产业基地，实现千亿级精细化工新材料产

业发展高地。

据了解，吉林省龙翔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坚

决贯彻实行“管委会+园区+公司”专业化运营管理模

式，认真履行建设主体职责，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目

前，园区内11条市政道路主体结构工程已完成90%，

已具备通车条件。污水处理厂主体结构已全部完

成，正在开展工艺管道安装、设备安装等工作。特勤

消防站主体结构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内装修工作进

入尾声，预计3月底完工。智慧园区管理中心主体结

构工程已全部完成，正在开展内部装修施工，园区封

闭围挡正在安装围网及卡口施工。

在建设现场，项目负责人戚旭鹏向记者介绍说：

“以满足入园企业生产需求为目标，公司还积极谋划

2024年化工园春季开工项目。分别为，陈学思院士

生物可降解塑料高性能添加剂项目、化学制品制剂

厂房（中试基地项目）、兴学路（福寿街－福音街）道

路及排水工程、供热站（蒸汽）项目、地上综合管廊项

目、危险品停车场项目。这些项目前期手续和设计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力争在3月末开展部分项目施

工。”

“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一期采用分

布式冷热源供能，供暖面积约180万平方米，2023年

已经投入运营的有特勤消防站、污水站项目。消防

站采用地源热泵系统，该系统采用U型管在井下封闭

换热、取热不取水、对自然环境无干扰，是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主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污水站采用空

气源热泵系统。当下，园区内各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得益于长春高效的政务服务和一流的营商环境，我

们从立项到开工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公司将继

续全力以赴推动园区建设。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

期，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严格管控现场质

量、安全、进度，力争各项基础设施建成、验收并投入

使用，为长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吉林省龙

翔产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岩说。 污水处理厂主体设备安装进入收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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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公主岭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助力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达到新高度助力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达到新高度

本报讯（宋莉 记者孙红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坚持质量第一，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

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年味还没完全消散，公主岭市抢抓备春耕重要时节，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

建设、土壤培肥改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当地农业

机械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夯实基础。

3月2日一大早，记者来到公主岭市二十

家子镇项目区的衬砌明渠作业现场，这里已

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挖掘机等大型

机械齐开动，碎冰机摆动巨臂击“破”冰层冻

土，司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娴熟操纵机械配

合作业，有的司机手冻麻了，哈口气、搓一搓

继续干……忙碌的身影、现代化的设备，给这

片土地注入了无尽的生命力，也让人们看到了

丰收的希望。

“早上五六点开工，晚上六点多收工，加班

加点加油干，只为项目早日完工。沟渠修好

后，灌溉不成问题，丰收就有了保证。”现场工

作人员姜成岩对正在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充满

期待。

高标准农田“高”在哪儿？

“建成高标准农田，将增加耕地面积，提升土壤肥力和

增产潜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公主岭市农

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曲志伟告诉记者，通过土壤

改良、修缮水利等措施，改善农田耕作条件，完善灌溉与排

水系统，落细管护措施，使原本贫瘠、零碎的土地整合成

片，助力公主岭市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达到新高度。

今年，公主岭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总投资7.38亿

元，将在9个乡镇建设高标准农田29.7万亩。2月26日，

水源井、输配电、排水沟渠等工程全面进场施工，预计4月

底完工；6月底，田间道路等工程将全部完成，确保公主岭

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年建设当年发挥作用。

“等到项目完全建成，立即就可以投入生产，再通过良

种、技术指导和现代化机械的加持，每亩农作物产量较传

统农田有望提高100公斤左右。”曲志伟说。

建好管好高标准农田，不仅是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有

效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曲志伟告诉记

者，为了抓好项目建设全过程质量管理，按照项目化管理

方式，根据建设特点，公主岭市进一步细化实化前期工作、

投资申报、项目下达、组织实施、竣工验收、监督管理等制

度，促进高标准农田项目质量提升。“在项目监理方面，成

立了6个工作专班，定期调度，针对9个项目区推进过程中

遇到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及时研究，有效解决。”曲志

伟表示，项目建成后，公主岭市高标准农田面积将达到

262.1万亩左右。

农田稳、粮食安，粮食稳、人心定。农业基础设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将为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耕地

保障，在促进农民增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上作出更

大贡献。

在衬砌明渠作业现场，大型机械繁忙施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向新求变向新求变 智赢未来智赢未来
本报讯（于剑南 记者刘霄宇）一排排自动化生产线

上，大型设备、机械手臂有序运转、精准作业；传送带上，一

条条胎胚经过硫化工序后逐渐成型，成品轮胎依次运往检

测线……这是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硫化车间生产现场。

而这一整套流程均是在完全无人操作的状态下完成的。

3月5日，记者参观了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轮胎生

产线。从公司行政处经理刘得民口中得知，该公司的生产

线实现了非常高的自动化水平。“智能化是工厂的最大亮

点之一。硫化工序是轮胎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目前我们

的硫化车间已经实现了100%的自动化率，不需要人工，日

常生产过程中能够实现24小时‘熄灯生产’。”刘得民说。

依次走进压延压出、裁断、硫化、检测检验等贯穿轮胎

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生产车间，能够看到各类大型设备高速

运转，机械隆隆作响，而操作人员却不多。“除了完全无人

操作的硫化车间以外，其他车间的操作人员主要工作是检

测、观察，以及下达操作指令。”刘得民介绍，按照生产规模

和产能，该公司的人员标配应为2000人，而实际上只有

1200人，产能、产效却丝毫不落后。

在车间的展示区域，立着一条一人半高

的巨大轮胎，十分醒目。这是由吉林玲珑轮

胎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于今年1月10日下线

的首条巨型工程子午胎，该产品填补了东北

地区巨型工程子午胎生产的空白。吉林玲珑

轮胎有限公司成为国内少数拥有巨型轮胎生

产能力的企业之一。“这条巨型工程子午胎就

是正在建设中的三期项目生产的。车胎重达

1.3吨。”刘得民介绍。

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一期、二期项目

已经投产。三期项目正在建设，年产能为40

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600万条半钢子午线轮胎和20万条

翻新胎。预计今年建成投产。“三期项目达产后，公司合计

年产量可达到1420万条。”刘得民说。

高标准、高自动化率、引进世界级先进制造装备，让吉

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跻身全球轮胎行业领先的数智化工

厂行列。目前，公司拥有先进的液压垂直升降式硫化机、

荷兰进口VMI成型机、数字智能管控高精度裁断生产线、高

品质三角胶热贴生产线等生产设备。当前，吉林玲珑轮胎

有限公司还在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为产品质量检测、

新产品研发及性能提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新安装设备。

本报讯（袁迪 记者孟凡明）“往左一点……可以了，慢

慢放。”3月5日，吉通智能制造工业园6号车间，工人们小心

翼翼地将价值2500余万元的差压铸造设备从货车上卸载下

来。“这批设备从保加利亚购进，属于目前行业顶尖产品。”

作为吉通分公司的长春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于东民表示，“有了它们，我们一条生产线的产

能将提升30%，产品合格率能达到95%。”

吉林省吉通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汽车零部

件为主导产品，为奥迪、大众、宝马、奔驰等品牌主机厂提供

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去年以来，吉林省吉通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吉通智能制造工业园项目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打造

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工厂，预计今年3月末生产线实现投产。

对于这批新引进的全自动化设备，于东民不仅全程指

挥卸载，每件设备部件落地后还会上前仔细查看。“以前一

条老式生产线需要五六十人操作，一旦有人请假倒不开班，

整条生产线都得暂停。”于东民说，有了这批全自动化生产

线，每条生产线只要12名工人就够了。

不仅人工成本大幅降低，原材料库存成本、场地成本也

大幅下降。过去，配件要根据工序在场地内依次安放，需要

很大的场地空间；现在，原材料经过落料生产线后直接进行

生产加工，不再需要过大的材料堆放场地。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及省市‘智改数转’提质增效发展

号召，从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六

大维度一体策划，分步实施，打造新标杆工厂。”于东民说，6

号车间的自动化改造将于3月底完成，下一步还将陆续装配

5条这样的生产线，预计6月底调试完毕投入使用。工人们

也将接受技术培训，从体力劳动者转变为技术工人，主要负

责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随着新设备的引进，公司将对设备进行串联，形成全自

动化智能生产车间。于东民介绍，采用智能制造热成型工

艺生产的配件具有强度大、质量轻的优点，能更好满足新能

源汽车对配件质量的要求。目前，经过严格的供货商条件

筛选，吉林省吉通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比亚迪的

合作伙伴。
吉林省吉通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吉通智

能制造工业园项目新自动化生产线进驻。

本报讯（记者王焕照）长春人工智能

创新基地长春算力中心位于长春市净月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G数字影视基地东

地块，占地面积 528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358平方米，算力规模为超算10P+智算

300P，在东北区域处于领先水平。

作为吉林省内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公共基础设施，长春算力中心全栈采用国

产化技术，使用人工智能高性能和通用计

算组合的多元算力架构，通过模块化数据

中心建设算力中心基础设施，实现了完全

自主可控，标志着长春拥有了大规模高性

能计算设施与能力。这些设施能够处理

复杂的科学计算、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服

务等任务，为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企事业

单位提供强大的算力与数据支持，为吉林

省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奠定了坚实

基础。

项目建设运营中，为响应数字吉林、

数字长春建设号召，建设单位长发集团

及其东北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国资委的正

确指引和市政数局的行业指导下，依托

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强力支持，

长春算力中心一期于2022年10月6日动

工、2023年 5月投运，仅用时7个月即全

面完工。

目前，二期工程从2023年12月开始设

备采购到如今并网调试运营历时不足4个

月，二期客户适配正在进行当中。整个项

目运营期间，为充分激发市场需求、营造算

力使用氛围、激活人工智能产业活力，长发

集团还以免费提供算力长达10个月的方式

向各行各业传导了转型数字化的发展信

心。

自项目投运以来，秉持助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理念，按照“一中心（算力中心）

四平台（公共算力服务、创新应用孵化、产

业聚合发展、科研人才培养）”发展战略，

已经开始推动全市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

的加速融合。目前，归集算力需求403P，

已为84家单位提供匹配了154.44P的算

力支撑，其中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算力使

用比为66%：29%：5%；其余248.56P算力需

求正在适配中，含企业151.72P、科研机构

12.32P、高校院所84.52P，当前处于算力

供不应求的阶段。

长发集团总经理助理王润涛介绍，从

现有客户反馈来看，算力支撑效果良好、

成效显著，比如高校方面，已助力省内几

位院士团队在超硬材料、地质勘探、交通

治堵、菌物研发等项目中取得突破性进

展，又如科研机构，某所的基因测序、稀土

分离、图像算法、智能遥感项目使用算力

后进展迅速。再如企事业方面，已助10

余家公司人工智能转型，孵化出行业和企

业级模型4个。与此同时传统行业在获

得人工智能的同时，优化了现有人员结

构，带来了大量的专业岗位需求，将进一

步助推人工智能人才的产生，有助于多渠

道培养人才，加速本地人才驻留。

吉通智能制造工业园项目吉通智能制造工业园项目：：

瞄准瞄准““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打造新标杆工厂打造新标杆工厂

长春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项目长春北湖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项目::

抢抓工期再掀建设热潮抢抓工期再掀建设热潮

长春人工智能创新基地长春算力中心推动人工智
能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