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徐慕旗 郑玉鑫）

今天，作为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2024

长春国际医药健康产业博览会重点活动之一

的丁健院士工作站落成暨长春创新药物研究

院签约仪式，在长春净月高新区举行。

丁健院士工作站的顺利落成，为长春市

乃至全省创新药物研发开启了新篇章。工作

站将依托丁健院士在肿瘤药理领域的深厚造

诣和丰富经验，致力于推动抗肿瘤分子靶向

药物的研发和个性化研究，加强基础研究能

力，推动药物创新。同时，工作站也在集聚人

才、吸引项目、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搭建

了重要平台。作为永春生物医药城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工作站将进一步助力长春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签约仪式上，长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与

中科苏州药物研究院签署了建设长春创新

药物研究院战略合作协议。该研究院将汇

聚国内外顶尖科研力量，推动生物医药领域

的前沿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致力于打造一

个集研发、孵化、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助力区域生物医药领域创新体系进一步完

善，为生物医药产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

人才保障。

现场还进行了丁健院士工作站与有关

药企战略合作签约。签约企业涵盖了从原

料药生产到制剂研发的全产业链，将促进区

域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效应，加速产业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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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初冬，长春经济圈环线高速公路农

安至九台段、双阳至伊通段建成通车，一条

“雪域巨龙”在白茫茫的雪原上逶迤伸展。长

双烟公铁分离立交桥作为这条巨龙的“龙

头”，在冬日的雪景中更显威武，已然准备迎

接风雪的挑战。

长双烟公铁分离立交桥全长1829米，桥

梁共计53跨，起点自G334国道跨越长双烟铁

路，终点上跨延长高速公路。作为长春环线

高速公路二期项目最长的大桥，中交一航局

五公司项目管理团队高度重视。然而，工程

设计复杂且变更频繁、各施工环节深度交叉，

项目推进过程中出了不少“拦路虎”。

建设伊始，时间成了挡在“巨龙”行动面

前的第一头“拦路虎”。“施工需要跨越车流繁

忙的长青公路，该公路是长春市的重要交通

通道，交管部门只允许项目晚上11点后进行

施工，施工时间被严格限制在 6个小时以

内。”安全部部长石彬铎介绍。

建大桥，首先要搭好“龙骨”。重达近百

吨、长达30米的钢箱梁运输到施工现场至少

花费2个小时，要在6个小时内完成钢箱梁吊

装和加固焊接工作，就必须保证现场各环节

环环相扣不出“意外”。

不打无准备之战，是团队的共识。一块

小黑板在项目部会议室支了起来，一幅“钢箱

梁受力分析图”被画了出来。在吊装前，必须

对钢箱梁的重量和重心进行精确计算，确保

吊装设备能够安全承载。不仅如此，通过精

确计算和规划吊装路径，还可以减少吊车的

移动距离和时间，提高吊装效率。“我有补充，

风力和风向对吊装作业也有重大影响，必须

在风力较小的条件下进行，以减少吊装过程

中的不稳定因素。”“我也有补充，我们可以通

过多台吊车协同作业，大幅缩短吊装时间。”

就这样，技术主办们你一笔、我一笔，小黑板

密密麻麻的字无疑给现场工作人员吃了一颗

强力的“定心丸”。

吊装现场北风呼呼，现场指挥的声音铿

锵有力，穿透夜空。安环部辅助交管部门放

置交通标识，设备部准备吊车等重型设备和

照明设备，技术员准备好了呼叫器，随时保持

沟通。“风力降低，就是现在，吊臂抬高，两边

同时上劲100吨，力度均匀。”在总工王健的指

挥下，钢箱梁缓缓升起，宛如一条巨龙腾空。

又是一阵强风袭来，“桥上人员注意安

全！技术员盯紧钢箱梁之间的距离，吊臂旋

转速度降到现在的一半，先让钢箱梁保持稳

定。”紧张而有序的指挥下，工人手中焊枪的

火花逐渐散去，跨路段钢箱梁的安装、加固也

随之完成。

刚解决钢箱梁难题，桥面狭窄施工空间

成了项目团队面临的第二头“拦路虎”。常规

防撞墙的安装步骤是防撞墙运输至现场后，

依次用吊车将防撞墙吊装到指定位置，再由

作业人员进行施工安装，然而，这种方法在狭

窄的桥面空间中显得尤为笨拙，不仅施工空

间狭小，难以进行有效的安装作业，而且施工

速度也难以得到保证。

紧张的技术会议中，项目团队成员们围坐

在一起，讨论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固定式挂

篮的施工稳定性好，但安装拆卸太繁琐了。”一

位技术员直言。另一位技术员补充道：“要是

有一种能像‘小架桥机’一样可移动的挂篮就

好了。”正当大家激烈讨论时，安全部部长石彬

铎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继而提出了一个创新

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设计一种可移动的天

平系统呢？天平的一端是稳固的操作平台，另

一端则是精心计算过的配重。这样，只要将这

个‘天平’设置在桥面上，挂篮的前臂就能安全

地伸出护栏外，形成一个稳定的高空作业面。

这不仅能为工人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还能大

大提高施工效率。”

刚过一天，石彬铎就开始设计这台“神

兵”，首先找来防撞墙安装专用台车，再调整

操作平台使其具有足够的空间，再反复调试

挂篮的稳定性和移动性，使其能够轻松地在

桥面上移动。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改进后，

石彬铎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施工人员需

在台车的工作平台上操作，利用台车提供的

稳定工作环境进行施工。只要根据施工进度

及时调整台车的位置，就可以确保施工的连

续性和准确性。”

项目管理人员轮番上阵，数台大型机械

设备同时运转，桥面清理、桥面平整度、混凝

土质量、防撞墙安装等分项工程同步施工，忙

而有序地推进中，防撞墙安装的顺利完成，扫

清了项目全线贯通前的最后一个障碍。

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新落成的长双

烟公铁分离立交桥横跨田野，长春环线高

速公路这条蜿蜒“巨龙”，尽显雄姿莽莽，气

势如虹。

“ 特 大 桥 ”诞 生 记
胡毅慧 本报记者 吴茗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

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国家引进国外

智力示范单位、全国创业孵化基

地、吉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吉林

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走进长

春中俄科技园，一块块饱含分量

的“金字招牌”映入眼帘。

多年来，这里不仅构建起了

一套完善的创业孵化服务体系，

建立了一支专家型管理团队，

更营造了创新创业的文化氛

围，树立了科技企业摇篮的形

象，其聚集和整合科技资源、服

务资源的能力也日渐提升，在

科技企业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和

亲和力。

长春中俄科技园成立于

2006 年，是中国科学院与吉林

省政府联合俄罗斯联邦新西伯

利亚州政府、俄罗斯科学院西

伯利亚分院共同建立的国际科

技合作与技术创新基地。在借

鉴国外孵化器和国内同行的先

进孵化理念和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科技园按照建设一流企业

孵化器的目标，通过组织系统

化、工作规范化、功能专业化、

服务精致化、发展国际化，构建

了完善的孵化服务体系，打造

核心孵化能力。

通过采用“孵化器经营+投

融资管理+市场开拓+产业融入+

创业辅导与支援+科技创新服

务+产学研用”为一体的孵化模

式，长春中俄科技园重点培育光

电子、激光技术、新材料、现代农

业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

的高新技术企业与创新创业团

队，希达电子、圣博玛生物、德信

光电技术、先盈科技、长春中科

应化特种材料等一大批企业在

这里快速成长。目前，基地已累

计孵化企业142家，毕业84家；

在孵企业达58家，园区总产值约15亿元。

此外，在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政策辅导等基础服

务的同时，长春中俄科技园还针对创新创业，搭建技术转移转

化服务平台、中外联合技术开发服务平台和市场推广服务平

台及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和科技信

息交流与服务、培训、技术咨询等专业化全产业链的支撑与推

动服务。

中俄科技合作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是长春中俄科技园立足

成长的根本。

近年来，为了不断拓宽中俄科技合作渠道，提升合作水

平，加速人才培养，长春中俄科技园积极推动组建了不同领域

的联合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并设立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等

国家的大学、科研院所及高新技术转化中心的代表处，强化沟

通渠道、提高工作效率。

这些实验室及工程中心的设立，整合了中外科技智力

资源，通过成果共享、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性创新成果。驻

园代表处及技术市场，更是已经成为吉林省、长春市对俄

及独联体国家科技合作的窗口和最新科技创新成果交流

的平台。

不仅仅是长春中俄科技园，2021年，由长春中俄科技园

投资建设的二期工程——长春中白科技园正式开园，立即驶

入了对外交流合作发展的“快车道”。

长春中白科技园通过与白俄罗斯巨石工业园内外联动，

与长春中俄科技园南北融合，有步骤地整合国际前沿科技、产

业投资、创新孵化与文化交流等资源，集聚高新科技企业、外

向型企业、合资企业及国际联合工程中心等机构，打造国际科

技合作、金融助推、文化交流、共享模式下的绿色生态公园式

产业综合体。

据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白精准医疗器械研发中心、白

俄罗斯国家技术大市场、乌拉尔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10余个

项目、近20家企业已经入驻园区。“中白科技园将打造成为一

处有利于科技成果孵化、技术转移、人才合作的国际科创平

台。”

一站式企业服务平台、政策辅导服务平台、国际科技资源

数字化服务平台、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平台、中外技术服务与开

发平台、市场推广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通过近

20年的持续追求探索，现在的长春中俄科技园已然成为区域

内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标志性平台。

11月15日，全省教育科技人才大会召开，为企业的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未来，长春中俄科技园也将继续坚持“企

业化经营、资本化运作、国际化运营”思路，创新园区投融资

和经营管理模式，持续打造国内一流的国际科技合作与创

新园区，努力成为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的本土化国际合作

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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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超 卞睿）12月7日，第三

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2024长春国际医药

健康产业博览会活动之一的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科技创新大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学思，以及省内外多名中医药专家在大

会发言，共谋人参产业创新发展。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大会突

出吉林长白山人参产业规划及科研成果转

化，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

展，集聚域内外科研机构、高校、企业、院

士团队的智慧力量，推动吉林人参产业高

质量发展。会上，张伯礼院士受聘为长春

市中医药（人参）产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

大会主题报告环节，张伯礼院士作了题

为“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的报

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原所

长孙晓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教

授果德安、长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赵大

庆、长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檀、韩国庆

熙大学教授梁德春、日本大学教授吉田宇

治良，围绕人参产业发展、标准研究、产品

研发、成果转化等作了学术报告，进一步分

析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具体

路径，以更好服务吉林人参产业发展。海

内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500多人

参加本次会议。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大会在长春召开

自己在生活中能省则省，扶弱济困他却

从不吝啬；坚持关爱多位退役老兵和遗孀，甚

至为其送终；帮助孤寡老人安度晚年……40

余年里他坚守助人初心，累计资助10余位退

役军人、30余名残疾人、60余位孤寡老人，个

人捐款逾50万元，帮助300余人。他是白山

市浑江区江北街道青山湖社区居民魏玉杰，

把“管闲事”当成一生的幸福。魏玉杰被评为

白山市“优秀人大代表”“吉林好人”，其家庭

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吉林好人·最美家庭

标兵”。近日，他入围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

好人榜”候选人建议人选。

魏玉杰的老父亲就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从小耳濡目染，魏玉杰也爱“管闲事”。大伟

是魏玉杰幼时的邻居，无父无母，捡柴火被火

车刮倒轧断了右手，大腿高位截肢。彼时的

魏玉杰才十四五岁，却把大伟当成了亲兄弟，

帮他挑水、砍柴、洗澡，成年后又助他创业，凑

钱张罗婚礼……一帮就是43年。

江沿村村民长有幼时因车祸致左臂残

疾、小臂萎缩，在一家煤场做更夫。2006年

二人相识，得知长有患高血压，魏玉杰给他购

买了药品和血压仪；长有结婚时，魏玉杰帮他

四处联系住房；长有有了孩子，魏玉杰操心择

校；长有父亲患脑出血，魏玉杰推着老人跑前

跑后，支付2万元医药费；长有父亲去世，魏

玉杰又陪着长有为老人料理后事。

扶弱济困的路上，总有魏玉杰的身影。

2020年和2021年春节，他给25位残疾人送

去了价值5000元的米面油，用2万元帮扶白

山市逸夫特殊教育学校的两名聋哑孩子。

2021 年，魏玉杰 98岁的老父亲去世。

家里没了老人，可魏玉杰心里还装着一群老

人。“认识我姑都20多年了。”魏玉杰口中的

姑姑是退役老兵遗孀魏桂兰，二人并无血缘

关系，因为魏玉杰常年帮助老人，魏桂兰感

激得把他当成了亲人，“咱俩一个姓，你就是

我亲侄儿啊！”2022年老伴去世后，魏桂兰

住进了盛泽养老院，魏玉杰总是带着水果、

罐头来探望。因为视老人如亲人，他对老人

很了解，上网“盲”购的衣服送来后，尺寸总

是像定制的一样合身。88岁的魏桂兰每次

见到魏玉杰就激动得流眼泪：“你就像我的

亲儿子一样！”

魏玉杰今年59岁，可在老人们眼里他

还是“小魏”。玻璃要等着小魏来擦，中秋节

的饺子等着小魏来包，过生日了也有小魏买

蛋糕。养老院里，总能看到小魏忙前忙后的

身影。他分文不取，甚至大包小包“倒贴”；

他给老人们擦背、翻身，如自家人一样有股

热乎劲。

青山湖社区 5 位退役老兵，小湖村 2

位老兵遗孀，正岔街道 3位退役老兵和遗

孀，都是让魏玉杰牵挂的人，其中老兵李

彦春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2022年春节，

魏玉杰给江北社区、青山湖社区的20位困

难居民和退伍老兵送去共计价值 4000 元

的米面油，看望了李彦春老人并留下2000

元慰问金。2023年，魏玉杰得知临江市大

湖街道小湖村解放战争老兵遗孀王奶奶

身患重病，立即自掏腰包送去2000元钱为

她解燃眉之急。老兵尚喜山、李彦春在

2023 年相继去世，魏玉杰几经周折，争取

到了大华村天华龙山墓园的免费墓地。

老兵家属非常感动，赠送他“无私奉献，大

爱永恒”的锦旗。

了解魏玉杰的都知道，他这人就是喜欢

“操闲心”“管闲事”。他说：“世界需要热心

肠，我感觉那些都是我的事。”2013年，魏玉

杰确诊甲状腺癌，上了一回手术台。有朋友

劝老魏，“少管闲事才能保养身体，少捐点钱

才能存钱防老。”可魏玉杰仅在众筹平台上就

捐赠1.4万余元，帮助了104个家庭；在了解

了器官捐献后，他又主动登记成为捐献者，打

算在去世后把有用的器官全部捐献。

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好事，魏玉杰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乐的意义，承续了

扶危济困的美德，传递了感人至深的真情。

魏玉杰：

40余载帮助300余人 把“管闲事”当成幸福
本报记者 韩玉红

本报12月 8日讯（记者张政 姚思琦）2024—2025全国

滑雪定向挑战赛吉林长春站今天在长春净月潭滑雪场开

赛。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吉林省体育总会承

办，长春净月潭旅游发展集团公司、吉林省无线电定向运动

协会、健匠（吉林）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本次比赛包括短距离滑雪定向赛和短距离徒步定向赛两

个项目，设有公开男子组、公开女子组、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

组、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亲子组7个组别，比赛吸引了来

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北京、新疆、江苏、河南、宁夏、

广东等十余个省份600多名运动员参赛。

省体育总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吉林省

体育局、省体育总会将继续致力于争取国家体育总局航

空模型无线电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

会的支持，持续创新“体育+”的办赛模式，把单项体育协

会的活动与冰雪运动充分结合，推动我省大众冰雪运动

蓬勃发展。

全国滑雪定向挑战赛长春站开赛

在长春健博会上，省内知

名中医“组团”在名家中医馆为

广大市民义诊，众多患者纷纷

通过预约抢号慕名而来。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