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主岭市黑土层深厚，有机

质含量高，生态环境好，昼夜温差

大，非常适宜玉米生长，具备得天

独厚的产地优势、科研优势、产业

优势和平台优势，被誉为“中国玉

米之乡”。

近年来，公主岭市围绕鲜食

玉米、玉米精深加工、玉米副产品

研发等多个方向持续发力，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促进玉米产业蓬

勃发展。

串起“黄金产业”

金秋时节，“世界三大黄金玉

米带”之一的核心种植区的公主

岭，玉米迎来收获的季节。沾着

晨露掰下的新鲜玉米，不到半天

时间，就会以各种风味出现在家

家户户的餐桌上。

鲜食玉米产业从种子研发、

种植管理、采收加工到市场营销，

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精细化、专

业化。这种全产业链的发展模

式，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

了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发挥“玉米之乡”优势，坚持

农产品发展生态化、优质化、特色

化、产业化，引导农业种植由“单

一化”向“多元化”转变，由“种得

好”向“卖得好”转变。截至目前，

以吉林农嫂、吉林祥裕、德乐公司

等为龙头的鲜食玉米生产加工企

业，年加工鲜食玉米2亿穗以上，

年产量4.4万吨以上，远销16个

国家和地区，产值达 10亿元以

上。公主岭鲜食玉米食品已经成

为吉林省的一张“黄金”名片。

公主岭市现有农产品加工业

企业145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

企业13家，市级龙头企业68家。

2024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70万亩。其中，普通玉

米播种面积433.4万亩，鲜食玉米播种面积10万亩。鲜

食玉米产业在促进公主岭市农产品向商品化、产业化发

展，增加农民收益、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强化育种力量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与粮食产量关系密切。近年

来，公主岭市依托种子科研机构集聚的研发优势，以及地

处“黄金玉米带”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技术攻

关，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推动现代种业

创新发展，粮食总产量多年保持在60亿斤以上，位居全

国产粮大县前列。

目前，全市持证种子生产企业有55家，年均生产经

营总量在1.4亿斤以上，其中玉米种子9000万斤以上，占

全省玉米用总量的45%左右。加大种业研发力度，与科

研院所、企业深度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选育出一系

列适宜东北地区种植的新品种。现已繁育500多个玉米

品种，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推进秸秆利用

从无人问津到变身抢手货，公主岭市通过推进综合

利用，将秸秆变废为宝。近年来，当地推广“秸秆粉碎翻

压还田+增施有机肥”技术，将秸秆还田，落实黑土地保

护；与此同时，深入实施吉林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让秸秆成为饲料的原材料。示范推广“玉米茎

穗兼收秸秆黄贮”技术模式，实现秸秆收集方式和利用方

式变革，被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列为2023年主推技术，并

在全省设立28个试点，技术覆盖达100万亩。

位于公主岭域内的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开展以秸秆

饲料化、农业废弃物肥料化和基质化以及绿色循环农业

生产为核心的技术模式示范，在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生态

平衡和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吉林省农

科院合作的技术有12项，展示玉米新品种32个，其他经

济作物品种30个。

今天的公主岭，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统筹推进玉米种业和玉米全产业链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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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毫秒，都不够眨一次眼。

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将制动产品的反

应时间控制在150毫秒，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

动系统有限公司用了30年。

东光奥威是我省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创新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省专精特新企业

逐渐发展壮大，他们注重细分市场，创新能力

强、成长性好、具有吉林产业特色，正在成为引

领我省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们如何以微小体量，安稳处于全球竞争

的“漩涡之中”，立于科技创新的“浪尖之上”？

连日来，记者走进我省专精特新企业，聚

焦光圈、深入观察，洞悉其背后的“科创引擎”。

从危机到先机，看新动力从何而来

汽车在百公里时速制动情况下，每缩短

50毫秒反应时间，刹车距离就会减少1米。

市场上，一般制动产品的反应时间往往在

300毫秒，只有国外几家公司能够把这一时间

缩短。

市场竞争，质优者为王。这“电光火石”之

间的比拼，产品高下立判。

于是，国外企业将订单拿到手软。即便他

们的价格高，但仍赚得盆满钵满。反观国内企

业，在剩余市场份额的竞争中陷入营销“内卷”。

“从300毫秒到150毫秒，这30年我们走

得很艰辛。”吉林东光奥威汽车制动系统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世强感慨万分。

不过，从最初受制于技术垄断，竞争只能靠

关系、拼价格，到如今构建起独立的研发体系，

吸引客户主动寻求合作，“这30年艰辛，值当”。

张世强说：“走出危机，抢住先机，实践里

出真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995年，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第

一款铸铁飞轮总成与齿圈产品正式出炉，盘活

了已经岌岌可危的企业。

然而，好景不长，技术变革悄然而至。以

铸铁飞轮为代表的传统飞轮产品已成过去时，

取而代之的是逐渐成为行业新宠的双质量飞

轮。

产品销售越来越难，企业再次陷入危机。

抱残守缺，只会坐吃山空。2008年，吉林

大华与吉林大学联手进行校企合作，针对双质

量飞轮的研发理论与制造细节展开了艰苦探

索。

一次次调研学习，一遍遍分析样件，上万

次的装车测试……2019年，吉林大华的双质

量飞轮产品成功实现批量生产，一举打破了国

外产品在技术和市场上的垄断局面。

汽车产业作为我省的支柱产业，历经长期

稳健发展，培育了一大批零部件生产厂商，其

中不乏像东光奥威和吉林大华这样的专精特

新企业。

这些企业紧随产业步伐共同成长，凭借着

多年来在各自细分领域的深耕细作与突破创

新，有了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的坚实实力。

更为重要的是，核心技术的每一次突破，

都如同春风化雨，不仅让传统产业焕发崭新活

力，还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与重构。在这

一过程中，我省区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应变到求变，看新赛道如何发力

2016年秋季里的一天，王学中呆呆地站在

厂院里，望着停放的几台农机愣愣出神。本应

是农用机销售旺季，但顾客总是看得多，买得

少。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吉林天朗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聚焦新农业领域，生产中高端特色农机装备产

品的企业。“我希望为东北地区秸秆高净离田、

玉米免耕播种、机收减损提供技术性解决方

案。”作为公司董事长，王学中几乎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了发展企业上。

然而，打捆机的核心部件D型打结器，一直

被国外垄断，采购周期长，价格高且型号单一。

“脖子被卡住，这口气一直不顺畅。”王学中说。

寻求突破还是安于现状？

其实，从成立时起，吉林天朗的基因里就

融入了科技创新的元素，只是在这一部件的研

发上，难度空前。

“再难也得上！”王学中说，“不求变，就是

死路一条。”

一次次实验失败，一个个方案推翻重来，

打捆机的自动缠网装置终于研发成功。结束

了行业内依赖进口打结器的历史。到现在，凭

借着技术和产品上的领先优势，吉林天朗在打

捆机细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连续多年名列

前茅。

“提单产、增效率、降成本，现代化农机是

新时代的助农实践。”王学中直言，“聚焦现代

农业，吉林天朗赢得市场的唯一手段，就是勇

于技术创新！”

当前，我省正以前瞻性的视野加速推进新

产业布局，重构产业生态，激发发展活力与动

力。要开辟这些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出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新动能与新优势，其背后的根本驱

动力，非科技创新莫属。

勇于“放手”发展当下，敢于“放眼”蓄势未

来。在我省，专精特新企业正化身科技创新的

“先锋队”，凭借自身敏锐的行业洞察力和卓越

的创新力在更多前沿领域和新赛道积极布局，

抢占先机。

从挑战到机遇，看产业创新何以进阶

“成了！”

1953年除夕，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

实验工厂，一群人围在300立升大坩埚前，激

动不已。

众人眼前，红光跃动，中国的第一埚光学

玻璃出炉。

自那日起，中国之“眼”愈发锐利。

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高精度经纬

仪、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第一台电子显微镜

等一系列“中国首个”相继在此诞生。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实验工厂是长春奥

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如今，奥普

光电依然奔跑在追光的路上。

“我们要做的是对中国光电类企业进行有

效技术支撑，打破技术垄断。”奥普光电总经理

赵嵩身上有种不服输的干劲。

工业相机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国外

行业发展十分成熟，国内却一直无法生产。

面对又一项“中国首个”的挑战，奥普光电

欣然应战，拉上参股公司长光辰芯一起干。

不负众望，2022年首款国产工业相机研

发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全部零件国产化

替代。

“打破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看似是熟

悉的“情节”再现，实则却隐含着巨大的不同。

针对一款全新产品进行攻关并实现生产，

这要求企业具备研发、设计、加工、装调、测试

等全流程技术，而这背后是奥普光电强大的

横向、纵向资源整合能力和技术实现能力。

近年来，我省不断深化融合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大力培育创新引领型企业，积累技术

成果，扩大创新产品推广应用，着力构建上下

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坚持科技、产业、教

育、人才一体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专精特新企业既是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关键推动力量。

从不同专精特新企业看，这一作用更为

明显。

长春人民药业与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战

略合作；东光奥威拥有发明专利12个，能够按用

户要求进行设计和加工；长春禹衡光学专注于

位移传感器的研发与生产，主持或参与制定了

21项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主导产品光栅编码

器市场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学研”协同、积累专利资产、主导行业

发展……这一系列成果彰显的是吉林产业创

新的根本动力，也是吉林高质量发展后劲更足

的底蕴所在。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我省一些专精特新企业以微小体量，立于科技创新的“浪尖之上”。
洞悉其背后的“科创引擎”，看我省专精特新企业——

“小身板”凭啥扛起“千斤担”
本报记者 王旭 邱国强

经济观察

今年以来，珲春市靖和街道希望社区通过创建“红心社校联盟”，为辖区学生打造劳动实践基地和科普教育场

所，并充分发挥志愿服务作用，为社区周边学校提供课后托管等服务，为家长们解决“看护空档期”等问题。

李正燮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伴随着“刷刷”的撕纸声，手指在纸张上翻

转、挪移、搅动，一张张栩栩如生的“撕纸”艺术

作品就诞生了。语言文字、人物和动物造型、

山水风景、民间习俗、神话故事……通过撕纸

这项传统民间技艺，把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

风韵表现出来，吉林省优秀民间艺术家、吉林

省非遗项目——长白山满族撕纸传统艺术代

表性传承人张杰乐在其中。

在东北农村长大的张杰，1995年进入到

大山里的一所小学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从此便

开始与“撕纸”艺术结缘。一辈子一件事，传承

技艺将近30年，“看到撕纸这门技艺逐渐得到

越来越多人喜爱，我非常有成就感，希望通过

我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喜爱甚至共同来挖

掘这项中华传统民间技艺的潜在价值。”

长白山满族撕纸是当代撕纸四大流派之

一，主要表现的是东北区域经济和地域文化内

涵。张杰告诉记者，撕纸不仅是一种艺术形

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它所表现的内容与中

国满族传统文化、民俗习惯、神话传说等都有

密切关系。

“我最开始只是觉得撕纸相比剪纸来说，

更适合小学生的美术课程，后来发现很受孩子

们欢迎。”谈及当年与撕纸结缘的经历，张杰记

忆犹新，“是在一堂公开课上，我为大家展示了

一次我平时上课的内容，吸引了更多人的关

注，我的撕纸表演才渐渐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各地。后来还被选到中国访问印度、韩国等国

家的艺术团中，作为其中一项非遗项目代表，

走向国际舞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经年累月撕纸创作，张杰的手指不可避免

出现一些淤血和肿胀现象，但是他没有任何怨

言，因为他热爱这门艺术。

2016年，张杰参与指导了1741名学生成

功挑战了“最多人同时艺术撕纸”吉尼斯世界

纪录，并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手撕汉字粘贴成

了完整的《弟子规》长卷。此后，更加坚定了他

一生致力于推广、普及“撕纸”这项民间技艺的

决心和信心。透过一幅幅富有神韵的撕纸作

品，能够看到蕴含其中的文化与历史，还有对

民族精神的传承。

谈到撕纸教育，张杰认为，对于孩子来

说，撕纸可以提高手、脑、眼三者的协调能力

以及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

力。通过撕纸，了解先辈们的生活以及作品

背后更多的文化内涵，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

课程方式。

张杰撕出的是一个又一个艺术品，也撕出

了他自己的精彩人生。凭借精湛的技法和始

终如一的努力，他获得国际大赛上百项殊荣，

近日获得了2024年第二季度吉林好人标兵荣

誉。除此之外，他先后发表《满族撕纸技法探

讨》等多篇论文，独自编写了《撕纸》等多部撕

纸教学著作……“现在，我也进军短视频领域，

将传统撕纸艺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让这

项民间手工艺术被更多人熟悉、掌握。”张杰信

心满满地说。

以 故 为 新 巧 夺 天 工
——记2024年第二季度“好人标兵”张杰

本报记者 李雪晴

本报讯（记者张磊 尹雪）近日，在镇赉县建平乡金山堡村镇赉县盐碱地

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国家试点（改善水田）一期项目现场，经过改良的

稻田渠成网、田成方，秋风拂过掀起层层稻浪，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收

割。一场别开生面的盐碱地改良田测产活动在这里进行。

省内外专家聚集于此，学习交流的同时，也等到了一个好消息。经过收

割、运输、称重、水分速测仪测定含水量，按水稻高产创建实产验收办法计算

及专家论证确认后，测产结果首年改良水稻亩产达到548.6公斤，该模式实

现了盐碱地规模化首年改良破千斤。专家组一致认为，“重度苏打盐碱地全

程绿色种稻改良技术”试验示范效果显著，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短时间能达到这样成效是令人兴奋和惊喜的。这说明我们探索出了

苏打盐碱地绿色治理的新路径，也为未来的盐碱地改良治理指明了方向。”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盐碱土改良与利用（东北内陆盐碱地）

重点实验室主任侯立刚说。

为支撑吉林省新一轮盐碱地综合开发，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

技东北创新中心）、吉林协联农业联合共建“吉林省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研

究院”，通过科技创新，破解盐碱地治理难题。

今年为推进吉林协联农业承担的“镇赉县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

用国家试点（改善水田）一期万亩方改良田”项目高质高效完成，吉林省农业

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与协联农业联合攻关，种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选育的吉粳129水稻品种，构建应用了基于柠檬酸石膏、柠檬酸降碱剂和生

物有机肥等苏打盐碱土全程绿色改良技术，推动盐碱地治理从单一治理向系

统治理、从短期效益向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

据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介绍，吉林协联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柠檬酸项目作为镇赉县历史上单体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其生产的柠

檬酸是一种重要的天然防腐剂和食品添加剂。而柠檬酸的副产品柠檬酸石膏

和液体有机肥的最大优点就是绿色、高效、低成本，与传统有机肥和化学改良剂

改土相比，每公顷至少可节约4000元，是改良盐碱土壤的又一新利器。

“盐碱地利用作为我国的一个国家战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来到

镇赉，看到大片的盐碱地，如果这些土地都能够被开发利用，那对增加我国粮食

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院士说。

亩产超千斤

镇赉重度盐碱地改良试验效果显著

本报讯（记者张伟国 代黎黎）10月13日，来自香港

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

集团育才实验学校的41名师生抵达延边州，开启了一场

民族文化研习之旅。

当日，在延边博物馆参观时，研学师生们被精美的服

饰、精巧的手工艺品深深地吸引。王锦辉中小学七年级

学生郭晨皓说：“以前只在电视新闻中了解过，没想到当

地的服饰这么漂亮，历史这么悠久，亲眼看到这些，更加

深了印象。”

在本次研习活动中，师生们还参观了朝鲜族农乐舞

展示馆、延吉民族乐器厂、延吉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展示馆等地，学习传统民歌、舞蹈，体验传统服饰、

传统米糕制作技艺等。

据了解，此次研习之旅的主题为“内地与香港青少年

民族文化研习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

中心、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交流

协会（香港）共同主办，为期6天。研学师生们将在长春

市、延边州等地参观体验，了解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感受

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中华文化魅力，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

的热爱。

“学生们参观后，会作为文化使者，将所见所闻讲给

更多香港的青少年们听。”该校带队教师黄婷婷表示，以

前在学校也给学生们介绍过东北地区的各个民族，但只

有亲自来到这里，沉浸式地体验后，才能够真正了解各个

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以及民族间的紧密团结。

“港澳青少年民族文化研习计划”自2010年启动以

来，已成为香港、澳门青少年到内地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

之一。截至目前，已有千余名港澳青少年到内地20余个

各民族聚居地开展研习活动。

内地与香港青少年
在我省研习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