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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世界地质公园·长白山

眼下,正值备春耕关键时节，各

地农户抢抓农时，选农资、建良田、修

农机、育秧苗，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

础。据4月1日农情调度，全省种子

到户到位率 97.9%，比去年同期快

2.3个百分点；化肥到户到位率93%，

比去年同期快3.3个百分点；农药到

户到位率52.7%，比去年同期快5.2

个百分点。

春回大地暖，育苗正当时。舒兰

市平安镇学明家庭农场育苗大棚内一

派繁忙景象，农民在“自走式水稻秧盘

播种机”上放好育秧盘、添加好营养土

和稻种，随着机器的哒哒声，完成了装

土、配水、撒种等工序的秧盘从传输带

上传到平整后的水稻苗床土地上。

“为了达到今年每垧粮产1.6万

斤目标，我将育苗时间提前了10天

左右。”农场主李学明说。他自创的

“干籽丸化直播技术”，省去浸种和催

芽环节，通过包衣剂和保水剂处理

后，种子直接下田播种，促进秧苗根

系发达，增强其抗病害能力，为水稻

后期生长打下良好基础。

位于吉林黑土地核心区的四平

市，挖掘机穿梭在田间平整土地、扩

宽沟渠，国网四平供电公司的工人们

正在对高标准农田机井电力配套设

施进行建设与管护，全力保障春耕生

产期间供电安全可靠。

“今年，为确保四平地区70万亩

以上高标准农田顺利建设，我们超前

对接，统筹谋划，在项目实施阶段设置

专人跟进，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做好项

目电源接入服务。”国网四平供电公司

营销部主任李华军说。（下转第二版）

夯 实 粮 食 丰 收 基 础
——我省各地备春耕见闻

本报记者 闫虹瑾

人间四月春，风起正清明。

这个小长假，我省各大红色旅游景区热

度上涨，迎来客流高峰。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我省红色旅游

景区近一周搜索热度整体上涨146%，其中长

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等

纪念场馆旅游搜索热度上涨超过两倍。

在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来自吉林大

学、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吉林体育学院、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长春光华学院、长春师

范大学等在长高校的近300名师生共同参加

纪念活动。

阳光下，师生们肃穆而立，共同缅怀革

命英烈，致敬抗战英雄。

“我们要传承先烈们的崇高精神，将这

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增强自身能力素质，多为社会作

贡献。”吉林体育学院薛胜利同学说。

活动中，长春南大营旧址陈列馆的讲解

员为师生及社会团体宣讲了“九·一九”长春

南岭兵营御敌的英勇事迹，并通过默哀、唱

国歌、演讲、敬献花篮等形式，表达对革命烈

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让英雄情怀深刻

融入血脉，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

来自长春大学旅游学院的李美琦同学

说：“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来到这里，不仅

仅是对历史的追忆，更是对未来的启迪和警

醒。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了我们的前行

之路，提醒我们珍视和平、热爱祖国，激励我

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承担起青年一代应有

的责任与担当。”

广袤的吉林大地上，遍布着珍贵的“红

色记忆”。遗址、遗迹、纪念设施、馆藏文

物……形态丰富的革命文物构成红色资源

核心内容。为了让红色历史“活”起来、讲好

红色故事，我省红色旅游产品不断创新，积

极寻求与教育、艺术的对接点，从“红色观

光”向“红色教育”等方面拓展延伸，红色旅

游日渐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不二选择。

“今后，我们将继续深挖红色资源，通过

开展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让广大游客重温

红色历史，激发爱国情怀，向英烈致敬，凝聚

起奋进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力量。”长春南大

营旧址陈列馆相关负责人说。

这个小长假

我 省 红 色 旅 游 有 点“ 热 ”
本报记者 张雅静

本报讯（李少元 记者孙寰宇）春风拂面，大地回春，长白山

脚下的万物也迎来了新一轮的生机与活力。一场以“清明踏青

去 飞鸟携春来”为主题的国际爱鸟周科普活动在长白山自然博

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于3月27日启动，持续至4月8日。

“长白山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是鸟类的天堂。中华秋沙鸭

等珍稀物种都以长白山为家。”4月1日上午，一场精彩的科普

讲座在自然博物馆准时开讲。讲座内容涵盖了秋沙鸭的生存环

境、迁徙情况，以及鸟类保护的重要性、保护方法等多个方面，将

听众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奥秘的鸟类世界。讲座还通过抖音、微

信等平台进行了直播，吸引了大量网友参与。

鸟类观察日记活动是此次科普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鼓

励当地中小学生积极参与，通过摄影、征文和绘画等方式，记录

和展示长白山鸟类的美丽与魅力。参赛作品质量高、创意新颖，

充分展现了长白山鸟类的多样性和生态价值，也提高了学生对

鸟类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兴趣和参与度。长白山飞鸟图鉴活动也

深受欢迎，学生们在参观鸟类栖息地的过程中，不仅观察到了鸟

类的生活状态，还通过收集鸟类图鉴和贴纸的方式，加深了对鸟

类的认识和了解。

本次活动以爱鸟周为契机，深入推进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

的科教宣传。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作为集自然美景、科学探索

与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

富的科学内涵一直是科普教育的宝贵资源。此次国际爱鸟周科

普活动与地质公园系列活动的结合，不仅是对这一资源的充分

利用，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入践行。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积极推广长白山世界地质公

园品牌形象，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开发展现长

白山自然文化魅力的系列文创产品，吸引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

来长白山研学、游学，让广大游客了解长白山的“前世今生”。

长白山举办国际爱鸟周科普活动

近日，国际爱鸟周科普活动在长白山自然博物馆举行，吸引
了众多中小学生及游客参与。 李少元 摄

乾安县采取有力措
施，认真做好秸秆还田、离
田等工作，既保护了环境，
又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图为乾安县聚太生物发电
有限公司组织大型农机械
回收玉米秸秆，用于生物
发电。

王殿海 摄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当下的项

目投资结构奠定未来的产业结构。

为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我省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着眼点

落在了大农业、大装备、大旅游、大数据等

“四大集群”培育，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

新康养、新服务、新电商等“六新产业”发展，

新基建、新环境、新生活、新消费等“四新设

施”建设等重点任务上。

相对应的，这些抢占新赛道、塑造新动

能、构筑新优势的发力点自然就落在了经济

发展的“强引擎”项目建设上。

数据显示，我省今年将实施重大项目

2500个以上，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000个，全

力推进科技含量高、引领能力强、发展潜力

足、创收效益好的产业类项目，产业投资占

比达到一半以上。

蓝图绘就，只争朝夕。在聚焦优化营商

环境、加快项目建设的吉林龙年“新春第一

会”发起奋进的号角之后，吉林大地春潮涌

动，未停工项目开足马力，开复工项目扬鞭

跟上，一系列先行布局、一连串主动出击，积

淀出吉林产业向“新”而行最坚实的底气。

大项目、大集群，挺起经济发展脊梁

刚刚过去的2023年，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里多增了1.5斤吉林粮。

将现代化大农业作为“四大集群”培育

之首，凸显了省委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的

使命担当。

春节假期刚过，大安市1200公顷盐碱地

治理项目便全面启动，增施有机肥工作有序

进行。

大安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2023年，改良后的耕地水稻产量达到每公顷

1万斤以上。按照这个标准，4年以后，每公

顷产量1.5万斤以上不成问题。

曾经贫瘠的吉林西部盐碱地，依托河湖

连通、引嫩入白等工程，逐渐形成江河泡沼

互济的生态水网，长期“沉睡”的耕地后备资

源逐渐被唤醒。

2023年，我省新增盐碱地改造耕地25.4

万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800斤，增加粮食

产量2亿斤，为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工程提供了新引擎。

同样传来好消息的还有吉林的装备制

造产业——

1月26日，首台奥迪Q6 e-tron预批量

车下线，标志着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预

批量生产正式启动；

2月初，东北首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生产基地——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

期项目投产；

3月21日，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在

长春试跑成功，标志着氢能在我国轨道交通

应用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大项目接连投产，使得产业规模大、科

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装备制造业在吉林

的春天绽放。

与此同时，长白山脉，粉雪静风，滑雪爱

好者驰骋雪浪；查干湖畔，冰湖腾鱼，八方来

客熙熙攘攘。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我

省努力延伸出一系列文旅项目，2023-2024

雪季，吉林冰雪爆火“出圈儿”有目共睹。

雪季还未完全落幕之时，我省又提出

“长白春雪”“滑雪场的夏天”“康养吉林山水

间”“最美边境线——长白山下331”“醉美

‘吉’乡”五大产品，全面展现吉林四季之美。

龙年伊始，松花江水上旅游大通道项目

建设便进入紧张的谋划、筹备阶段。

据靖宇县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春节假期结束，项目全班人马开足马力

为松花江旅游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服务，对即

将开工的重点项目，精准服务、全力推进，实时

调度存在的问题，跟踪服务，协调相关部门为

项目单位纾困解难，确保重点项目按时开工。

从白雪皑皑到郁郁葱葱，抢抓机遇，变

资源为效益，项目是最好的突破口。

新项目、新产业，构筑全面振兴支撑

做特优势、做优长板，将优势、长板发展

成更新的增长点，方能打造产业发展的强大

竞争力。

我省西部是国内风能、太阳能资源最优

越的区域之一。

白山松水之间，纯白色的风力发电机排

列成行，扇叶轻轻转动，如白鸽轻掠大地。

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上，风光无限，氢

动吉林，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产业、新项目

正蓬勃发展。

阳春三月，大安吉电股份风光制绿氢合

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现场打桩机声音轰鸣，

工人们在各自的作业面上紧张施工，一期项

目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施工；

总投资25.5亿元的中国石油在建单体

规模最大集中风电项目——吉林油田昂格

55万千瓦风电项目已具规模；

3月13日，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

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标志

着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基地的首

座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建设。

标志性项目大踏步前进，我省新能源装

机容量已超过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距离

2025年预计新能源装机达到3000万千瓦的

目标越来越近。

依托“陆上风光三峡”工程，我省另一标

志性项目——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

项目与吉林油田风光发电项目联动实施。

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建成

后，用电将全部实现吉林油田“绿电”替代，

预计通过“绿电”使用，将降低碳排放量约

170万吨/年。

新能源蓬勃发力，新材料则成为产业链

最上游的物质要素，构成支撑制造业发展的

“底盘”。

3月6日，吉林化纤1万吨超细旦连续纺

长丝项目一次开车成功，仅用48小时成功生

产出AA级120D/48F长丝产品，现已装箱运

往客户手中。

从本月开始，吉林化纤今年每月都将有

项目开车投产。

随着新项目不断开车，吉林化纤集团人

造丝、腈纶以及竹纤维产能规模已位居世界

第一，碳纤维产能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第一。预计到2025年底，我省碳纤维全

产业链产值将实现突破300亿元目标。

医药产业也是我省近些年崛起的优势

产业之一。

智能化的流水线生产设备高效作业，员

工们铆足干劲忙生产、赶订单、抢进度……

步入春意盎然的季节，长春百克、迪瑞、金赛

等“链主”企业，正快速提升链群企业发展能

级，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上寻突破，用实

干快干推动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落实。

而在通化医药高新区医药健康科创园，

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项目的技术

人员忙着数据底座对接，展示大屏配套基础

改造、装修等施工基本完成。（下转第二版）

踏“春”提速 向“新”而行
——我省以高质量项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综述

本报记者 杨悦 实习生 刘胜泽

本报4月5日讯（记者裴雨虹 郭悦
马璐）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谓之清明。

清明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中颇具地位的一

个节气，在自然和人文方面都有重要意

义。在清明小长假第二天，许多市民和

游客选择到博物馆（院）感受吉林深厚的

历史文化氛围。

还未开馆，吉林省博物院门前就已

大排长龙，人们满怀期待，等待入馆参

观。不久前，长春地铁6号线开通，为人

们的到来提供了便捷方式。家住长春西

站附近的市民姜井芬说：“我很喜欢逛博

物馆，坐6号线能直达吉林省博物院，特

别方便，我肯定要多来几次。”

吉林省博物院文物藏品丰富，书法

绘画、东北抗联革命文物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院内于日前新开设的“先生向

北——于省吾、罗继祖遗墨展”和常设展

览“破晓——吉林人民革命斗争史陈列”

深受人们喜爱，展馆内人头攒动。从沈

阳来长春旅游的李先生是一名书画爱好

者，他表示对吉林省博物院的书画收藏

早有耳闻：“当年张伯驹先生曾在这里任

副馆长，捐赠了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这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伪满皇宫博物院受到了市民和游

客的关注。“除伪满皇宫旧址之外，东

北沦陷史陈列馆也成为了今年备受瞩

目的场馆,参观人数创历史新高。”伪

满皇宫博物院客服主管李阳表示，清

明假期中，有很多单位组织来这里参

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有不少志愿

者到馆献花。游客陈女士说：“清明假

期，我特意带孩子来这儿看看，给革命

先烈献花。希望孩子能够真切感受现

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缅怀先烈、铭

记历史，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

自己的本领，早日成才。”此外，伪满皇宫博物院内的博物馆

之眼艺术宫、M+文化创意街区、西部互动体验区和多个精品

展览都面向公众开放。

“如果眼睛会拍照就好了！晚上的长影院里也有这么多可

以出片的地方，处处都想打卡留念。”来自敦化的游客朗月华表

示，每次游长影都有新收获。 （下转第三版）

万
余
人
打
卡
省
博
物
院

全
省
博
物
馆
（
院
）
热
度
依
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