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的延边州，万木葱茏，生机勃发。

遍布全州各地的项目建设现场，处处呈现出

一派忙碌景象；企业车间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

单；文旅产业持续“沸腾”，频频“出圈”……

向“新”而行，用新质生产力赋能发展

以“新”谋局，以“质”竞速。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指

明了方向。

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

“落实总书记要求：让人民群众用上安全、可

靠、放心药”几个红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时针拨回到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

司，看产品展示，到车间了解工艺流程，勉励他

们跟踪生物制药前沿动态，加强技术研发合

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为攻克人类疾病难题、促进群众身体健康多作

贡献。

“总书记的讲话深深鼓舞和鞭策着每一个

‘敖东人’。这些年，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

敖东这个品牌，始终致力于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积极关注医药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导

向。加大创新研发投入、丰富特色高科技产品

群。目前，共有141个药品批准文号，30多个

品规产品在进行新药研究和药品质量一致性

评价研究，20多个单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吉

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质量副总

经理徐凤丽兴致勃勃地做着介绍，眼神里流露

出笃定的光芒。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本质是先进生

产力。

走进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安图伊利长白山天

然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只见一瓶瓶

矿泉水在现代化流水线上一路向前，灌装、包装、

贴标等生产流程有序跟进……

“建厂以来，我们不断加大投入，引进先进的生产线，车

间实行全自动化管理。目前，一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6万

瓶矿泉水，年产量达16万吨，截至今年5月末，产量已经超过

了2023年全年。”感受着企业良好的发展势头，工厂总经理

孟令龙颇为自豪。

“公司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鼎力相助，为支持企业发展，

政府在企业门前修建马路，安装路灯，帮助解决用工难等一系

列问题，这“保姆式”服务让我们安心做好水，发展信心更是没

得说。”提及各部门对企业的用心扶持，孟令龙连声称赞。

据了解，近年来延边州坚持先立后破，把握产业发展新

趋势，聚焦新领域新赛道，着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产业链延

伸、提高附加值上求突破，为高质量发展“蓄能添力”。

文旅“火出圈”，新业态激发新活力

“听说这儿可以感受朝鲜族的传统生活和文化，我们9

个姐妹就‘组团’过来了。来到这，觉得真是不虚此行，姐妹

们一起唱歌跳舞、品尝美食和打卡拍照，别提

多高兴了，我们边走边拍，发到朋友圈后，家

人和朋友也都开始跃跃欲试，追赶我们的脚

步呢！”来自湖南省衡阳市的游客张欣悦快言

快语，非常兴奋。

体验民俗风情，感受世外“桃源”。凭借

独特的民俗文化和旅游新项目、新业态，中国

朝鲜族民俗园一年四季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

慕名前来……

在绣佳人民族服饰馆，琳琅满目的民族服

饰，招来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大家争先恐后地

试妆打扮，美丽在这一刻随之定格。

美食的诱惑令众多游客垂涎欲滴。阿里

郎阁馆中，不同食材、造型各异的米糕一时间

成了“抢手货”，大家先是小口细品，紧接着便

大快朵颐地享受起这特有的民族食品。

“有创新，才能觅得新生机。我们将民俗

风情展示、文化体验、非遗体验、特色餐饮民

宿、古朴传统建筑进行创新融合，运用灯光秀、

主题水秀等营造梦幻夜景，白天游园品文化，

晚上逛街尝美食，游客们纷纷乐不思蜀。现

在，平均每天接待游客6000人左右，这个数一

定还会有提升。”随行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招

商策划总监张晋铭话语中满怀期待。

除了民俗园以外，延边大学网红墙、恐龙

王国、水上市场、敦化六鼎山文化旅游区等也

都成为全国游客“打卡地”。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延边州累计接待国

内游客210.72万人次、同比增长144.85%，实

现国内旅游总收入 18.81 亿元，同比增长

275.45%，两项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频频出圈的延边，如何将网红流量转化为

文旅“留量”？怎样抓住机遇打造长红产业？

2024年，延边州深入实施旅游千亿级产

业攻坚行动，以新项目为支撑、新业态为拓展、

新服务为保障，促进文旅产业热度升温、持续

长红。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激发了消费市

场新活力，带来了市场新机遇。在延边韩食府

民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原材料经过分切、拌制、罐装、

抽检等生产工序，产品一气呵成。

“我们公司是一家朝鲜族民俗特色食品企业，共有2个

厂区、5个生产车间和7条生产线。随着延边旅游市场逐渐

升温，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来到门店购买、咨询。现在工人

早上5点半就开始赶订单，泡菜车间以及面条车间满负荷生

产。每天可生产4万个面饼，除了满足国内市场，产品还远

销俄罗斯、德国等国家。企业销售额每年以7%左右的速度递

增，市场可以说是越来越好。”销售经理陈家玉说着，嘴角微

微上扬，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当好“店小二”，“软实力”挺起“硬脊梁”

环境优，产业自然兴。

5月22日下午4点，敦化市长有食品有限公司的煎饼车

间里，一台台煎饼鏊子和智能化生产线，不停转动，工人们熟

练操作，不一会，美味煎饼便新鲜出炉。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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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是农业生产的开端。

入春以来，从长白山下到洮儿河

畔，松辽沃野上农人们抢天时、夺地力，

打好春耕主动仗，孕育“大国粮仓”丰收

新希望。

作为中国“粮食版图”上的“优等

生”，吉林地处世界黑土带核心区、“黄

金玉米带”和“黄金水稻带”，粮食总产

位居全国第四，粮食商品率超过90%、调

出率超过50%。在国家“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中，吉林承担全国

1/5任务，增产200亿斤。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

省背景下，如何突破农业传统生产力局

限，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扛稳国

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应有担当？根本出

路在于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以“科”字为引领，吉林汇聚了中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吉林

大学农学部、省农科院、吉林农业大

学、白城农科院等多所科研院所和高

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

室相继落户，形成东北区域科技创新

转化新高地。全省国家级科技小院数

量居全国第一。

走农业科技创新道路，吉林底气

足、成果丰。

智能农机驶入农田

变“人扛马拉”为“机种机收”

纵横阡陌，“铁牛”唱戏。伴随新一

轮科技革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逐渐

融入农业机械中，悄然改变农业生产面

貌。从“人扛马拉”到“机种机收”，吉林

正向智能化农机应用方向迈进。

抢农时，保春播。在梨树县国家百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

基地核心示范区，由中国农业大学吉林

梨树实验站联合四平亿圣农业机械有

限公司研发的多功能免耕播种机正在

进行播种作业，一粒粒玉米种子精准播

撒进泥土里。

“过去种一季玉米，地要反复碾压

多次，破坏黑土层。通过使用多功能免

耕播种机，秸秆归行、行间深松、深施底

肥、单粒精量播种等步骤一次成型，不

仅提高作业效率，还保证播种深度和出

苗整齐一致。”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

科技创新联盟副秘书长苗全对记者说。

种地讲究七分种三分管。种子播

撒越均匀，基础奠定越扎实。长春理工

大学科研人员还为免耕播种机安装了

漏播报警装置，避免出现缺苗现象。

榆树市五棵树镇天雨专业种植合

作社通过引进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和远

程操作系统，让免耕播种机实现无人驾

驶。农机按照设定好的线路和地块数

据进行直行作业、自动避障，直线定位

精度达到厘米级，误差在0.5%以内。

乾安县大遐畜牧场6台12行大型

免耕播种机为8万亩春耕工作提供了有

力保障。扶余市通过无人机作业，抛洒

有机肥 10742 吨、生物菌剂 375吨，为

“绿色春耕”奠定基础。由我省自主研

发的免耕播种机使用量达到5万台，保

障今年春播同步完成保护性耕作面积

3800万亩。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吉

林黑土典型区面积6900万亩，产出的粮

食占全省粮食总产量80%左右。守着黑

土地，反哺黑土地。吉林与中国科学院

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建成黑土地

保护领域两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个工

程研究中心和1所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

创新研究院。

全省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居全国

第一位，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300多万

亩，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94%，高于全国

20个百分点。

今后，我省主攻方向是研制开发高

端智慧农机，包括平原适用的“大马力”

农机、丘陵好用的小型农机，还有一些

填补空白的新型农机，特别是无人驾驶

农机。

良种良法合力加持

变“传统农业”为“尖端科技”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良种对我国

农业增产贡献率达到45%，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领域。生物育种是种业

创新的核心，已成为支撑和推动我国种

业发展的基石。

在省农科院作物工程化遗传转化

平台恒温无菌作物组培间内，一排排钢

架上摆满了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培

养玻璃器皿，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实验数

据监测。

“我们自主研发的吉未糯1号，由传

统回交转育需要6年缩短到2年。由于

精准改良，没有不良性状，产量可达每

公顷2.8万斤，淀粉量97%。”省农科院

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刘相国说。

为推动作物育种不断迭代升级，省

农科院共创制了20个生物育种早熟、矮

秆、糯性、耐密玉米，4个香味水稻，10个

高产、高油酸、雄性不育大豆，6个低还

原糖马铃薯，现已进入安全证书申请阶

段。

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全国首个高能重离子束辐射

诱变北方粳稻品种“东稻122”正在进行

水稻移栽工作。

“通过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

器产生的高能重离子束辐射参数，克服

了太空环境存在变异因素不清、辐射参

数不可控等问题，实现了能量高、穿透

能力强、生物学效应高等效果，表现出

耐盐碱、活秆成熟、抗倒伏、高产等特

点。”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景鹏说。

一粒良种，千颗好粮。今年，白城

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白燕2号”等品种

播种面积近10万亩。 （下转第三版）

松辽沃野绘“丰”景
——透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吉林路径

本报记者 闫虹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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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界 步边疆”成长杯中国·吉林边境森林马拉松系列赛在珲春开赛

长白县金华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依托棚膜种植基地，不断推进农业观光、健康养生、采摘旅游等农旅融合发展，吸引

域内外游客前来体验乡村生活，实现强村与富民“双赢”。图为游客正在采摘大樱桃。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本报讯（记者王丹）日前，全省金

融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

长春召开。会上，省科技厅发布了

2023年度吉林省优秀科技型中小企业

500强榜单；省科技厅与交通银行吉林

省分行、中国邮储银行吉林省分行等

12家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相关金融机构分别向通化安睿特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吉文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等11家科技型企业发放

了贷款。

为了消除金融机构与科技型企业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双方的匹配效

率，省科技厅联合农业银行、吉林银行、

东北再担保和省股权基金公司等8家金

融机构，共同策划并实施了全省科技型

中小企业500强评选活动。本次评选的

对象是2023年度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

信息服务平台入库备案的 4515 户企

业。评选过程综合考虑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财务营收状况等方面指标。

近年来，我省不断促进科技与金融

深度融合，先后实施了“科创金融服务

能力提升行动”“金融助企纾困信贷产

品进万企行动”等系列举措，推出了科

创贷、银税贷、经销贷等符合科技型企

业特点的专属金融产品，初步建立了包

括银行信贷、证券市场、创业投资等在

内，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

系，实现了金融和科技的“双向奔赴”，

为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

新突破注入了新动能。

据悉，此次会议由省科技厅联合省

委金融办（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

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吉林

监管局、长春新区管委会主办，中国工

商银行吉林省分行、中国银行吉林省分

行等12家金融机构协办。金融机构和

科技型企业代表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2023年度吉林省优秀科技型中小企业500强榜单发布

本报讯（记者李铭 孙鑫 实习生刘

程智）“我们认养了一亩稻田，不仅能带

着孩子来插秧，体验农事、了解粮食的

来之不易，还能在秋天时感受收获的喜

悦。”在通化县金斗朝鲜族满族乡水稻

认养基地，通化市民王晓霞和孩子弯腰

曲背将一株株秧苗插进水稻田，忙得不

亦乐乎。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快农文旅融

合互促，通化“认养农业”成为新时尚，

新型现代农业创意经营模式，满足城市

居民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为农村经济

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走进水稻认养基地，放眼望去，镜

面般的水稻田中，几名认养人穿着长

靴、挽起袖子、手握秧苗，正忙着插秧，

乐享《归田园居》般的向往生活。

水稻认养基地负责人高玉春告诉

记者，认养模式刚一推出，就得到热切

关注。“打电话咨询的人特别多，现在已

经成功认养16亩水稻田。认养人可以

亲自插秧、除草、收割，打卡田园生活，

也可以由我们代管。秋收时，稻米加工

包装后直接发送到认养者家中，品尝纯

天然、无公害的大米。”

据了解，通化县金斗朝鲜族满族

乡位于水源地保护区内，水中富含各

类微量元素和天然有机物，水稻生长

全周期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优良

的品质让高玉春探索“认养农业”信心

十足。

让“荒地”别有“一番天地”，辉南县

朝阳镇新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

9000平方米荒地，划分成177个地块，

开放“共享菜园”，打造绿色纯天然蔬菜

种植采摘、农耕文化体验、亲子研学等

多元一体的“开心农场”，让撂荒地变菜

园、农田变农场。

“‘共享菜园’主要采取‘半托管’模

式，由菜园提供土地、水电、耕作工具

等，认养人自由种植、采摘，享受田园生

活。”辉南县朝阳镇新胜村党支部书记

王勇说。

辉南县居民张馨月刚认养两块地，

没有种植经验的她并不打怵。“在专属

园艺师的指导下，我买了苗、覆了膜、施

了有机肥。你看，西红柿苗长得可好

了。”

探索乡村振兴“致富路”，“共享菜

园”采取“党支部+农户+居民认领”经营

模式，在解决村民就业的同时，带动村

集体增加收入近5万元，成为带领农民

增收的“共富菜园”。

“没想到大家的积极性这么高，从

‘五一’开园到现在，已经认养出去140

块地。”看着曾经的荒地创收益，管理员

徐家辉脸上挂满笑。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通化市

“认养农业”激活新动能，“土地认养”

“游客自种”等模式为乡村带来“人气”，

更多体验项目让游客与乡村产生新的

互动，带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开辟农

民增收新路径。

通化：“认养农业”成新时尚

时下，行走于农安县国有林总场

的杨树林管护区，绿意盎然的红松林

不断向远处延伸，如同天然油彩，赏心

悦目，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沁人心脾

的木头香味。

农安县国有林总场场长肖德胜轻

轻抚摸着树干感慨地说：“靠着这些

绿，风沙少了，等到了盛果期，经济效

益也非常可观，真正实现一代人植树，

几代人受益。”

在樟子松嫁接红松林果双赢项

目基地，肖德胜介绍，总场在杨树

林、哈拉海、三盛玉三个管护区栽植

了 106 公顷的樟子松嫁接红松林，

12 年后进入盛果期，盛果期可高达

几十年。“在盛果期内 ，每公顷按

600 株保存株数计算，106 公顷嫁接

红松的松子每年可创产值 600 余万

元。”

据了解，农安县北靠科尔沁沙地

边缘，抵御北沙南侵、防治土壤沙化是

当地林业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防沙治沙，不仅为了生存，更为

了发展。在防沙治沙中，农安县注重

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相结合，在改善

生态的同时，实现了防沙治沙与致富

同步。

红松林果双赢项目基地实现了变

生态林为生态经济林，“既长叶子又长

票子”的生动实践还不止这一例。

在三盛玉管护区，榛子生态经济

果林绿意葱茏。这里的3万余株平欧

大果榛子已整体进入盛果期，可持续

盛产40年左右，每株产量可达3斤，年

产值达百万元。

榛子耐干旱瘠薄，适生范围广，有

“坚果之王”的美誉。果林选育的平欧

大果榛子，是以野生榛子与欧洲榛子

杂交培育的优良经济林树种，具有果

大、丰产、出仁率高的特点。在生态效

益上，榛树具有良好的涵养水源、防风

固沙、防止水土流失作用，是优良的生

态树种。

“总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在项目选择上，要既能产业富

民，又能保护绿水青山。”肖德胜说，如

今大果榛子已成为全县农村产业和农

民增收的又一新渠道。（下转第五版）

造 林 治 沙 生 态 富 民
——农安县国有林总场绿色发展记事

本报记者 陈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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