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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松辽大地，创新大潮奔涌。

每个历史时刻，都是一帧生动、鲜活的画

面，都书写着吉林人笃行不怠的接续奋斗，描绘

出向新奋进、向高攀升、向强聚力的风貌，由此

串联起“科技强”的动人图景——

截至2024年12月上旬，我省实现省内科技

成果转化3009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07.7亿

元；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4100 户，同比增长

14.2%；累计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10269户，同

比增长41.1%……一组向上攀升的数据，如一

朵朵耀眼浪花，翻涌于白山松水的发展浪潮之

中。

科技，就像一根杠杆，总能撬动令人意想不

到的创新和变革。2024年，我省加快构建“基

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

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开展科技创新“十大跃

升行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塑造发展新优

势，展示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姿态。

改革破题

让“新引擎”动能澎湃

深冬的吉林，寒冷的天气挡不住一场火热

的“奔赴”——2024年12月23日，全省职务科

技成果改革新闻发布会火热进行。

会上发布了《吉林省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

果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全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

赋权改革、转化模式改革、管理改革、市场化转

化机制改革4个方面12条具体措施，其中有10

条是我省首次实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发

展障碍。

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是一道时代的必

答题。“《实施方案》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通

过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发展障碍，在全国率先提

出从科技成果供给端、承接端和转化服务端深

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集成改革的文件。”省科技

厅副厅长刘宝芳表示。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发展的“新引擎”，那

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

火器”。

机制体制创新在解开束缚科技创新“细绳

子”的同时，让藏在“深闺”中的科研成果“胸有

成竹”地走出实验室，走进企业和生产一线。目

前，我省已经完成2批18家省属高校院所职务

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赋权职务科技成果

1928个，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累计超1.6亿

元。

改革越向纵深，创新动能越是澎湃。打通

机制体制堵点，破解转化难题，我省优良科技创

新生态激励效应进一步显现——

2023年度，我省13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

奖，成为东北三省一区通用项目唯一荣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省份。“吉林一号”117

颗卫星全球组网，吉林大学“地壳一号”挺进地

球万米深处，中车长客时速160公里首列氢能

源市域列车等新一代列车持续为世界轨道交通

提供“中国方案”，长春百克生物首批国产带状

疱疹减毒活疫苗上市打破国外垄断，通化安睿

特自主研发出全球唯一上市的重组人白蛋白注

射液……

厚植沃土

让创新之树枝繁叶茂

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伴着机器的隆隆作响，一束束白色原丝卷绕成

筒，再经过氧化、碳化等工序，由白变黑，生成碳

纤维。

这里是长春工业大学副教授付中禹的第二

个“实验室”。2024年初，作为我省第二批“科

创专员”进驻吉林碳谷公司。

“‘科创专员’的身份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

把握产业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既解近渴又利

长远。”在付中禹看来，“科创专员”政策实现了

企业和人才的“双向奔赴”。

目前，6批来自 86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的1012名“科创专员（科创副总）”，赴全省

9个市（州）799 家企业开展工作，涵盖新材

料、光机电、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

领域。

筑高台、搭舞台不断拓展科研“边界”。让

人才“心血”走向市场创造价值，是释放人才活

力、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

吉林省华阳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技术体系

关键工序中的关键设备，高压注胶机过去一直

依赖进口，不仅成本高，而且售后时间长，对该

设备国产化需求迫切。

“公司依托长春市科技局组织的‘揭榜挂

帅’项目发布项目榜单后，‘揭榜’单位开发出的

新设备不仅可以替代进口设备，成本降低了

50％，并且售后服务周期大大缩短。”公司对外

事业部部长赵立男说。

我省通过整合大校大院大所大企资源，攻

关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已启动实施了4批25项

揭榜挂帅（军令状）机制项目，带动社会资本投

入3亿元。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

赴。企业是人才发光发热的重要舞台，我省持

续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启动实施科技企业

创新活力提升3年行动；出台《吉林省雏鹰、瞪

羚、独角兽企业评价办法（试行）》，建立雏鹰、瞪

羚、独角兽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成立省科技经纪

人创新发展联盟、省促进产业协同创新和成果

转化投资联盟、省科技成果服务平台。目前，成

员单位已投项目1093个。

科技攀高

让创新链和产业链“共舞”

无人驾驶收割机在田间穿梭，将一行行玉

米秆变成一穗穗金黄饱满的玉米，甚至是一粒

粒玉米粒……秋收时节，在吉林长春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千亩“无人农场”，一部手

机操控农机作业全程，科技感十足。

2024年，我省全力推进农机研发制造推广

应用一体化试点，启动实施首批智慧农机聚力

攻坚专项，加快先进智能农机研发推广。第二

批聚力攻坚专项将于近期启动实施。

传统产业的“加速”，首先要靠“加数”。对

于传统制造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已经不是选择

题，而是关乎生存发展的“必答题”。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新能源开发院，红旗

首款1700V超高压碳化硅功率器件样件日前研

发成功，将为红旗产品适应“千伏”以上高压架

构落地、实现“5分钟”快速补能奠定基础。

近年来，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让“老树开新枝”，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经济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

2024 年 9 月 2 日，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发布世界首个高清全球年度一

张图——“吉林一号”全球一张图。该项成果

填补了国际空白，其分辨率、时效性及定位精度

等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从科研“一束光”到产业“满天星”，吉林省

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在这条与星空有关的

产业链条上，一批机械制造、光学制造、光电传

感技术以及遥感信息技术企业快速成长。

在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涌动着发展的新气

象。长春长光博翔无人机有限公司、长春长光

启衡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纷纷入驻。长智光谷的

创新环境和持续释放的发展潜力还吸引了省外

企业入驻。2024年，大医集团长春创新产业发

展基地投入运营。目前，企业已经与吉大一院

合作，共同开展头部伽马射束立体定向放疗系

统研发，该项目也获批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不仅

靠企业的“单打独斗”，更有赖于产业链的“组团

打拼”和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突破。如今，长智

光谷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发展成效正逐步显

现。

提能造峰

让创新要素“立地长青”

深冬的吉林，瑞雪覆盖着白山松水，但几千

公里之外的海南依旧阳光明媚。

吉林农业大学海南南繁育种基地施工火热

进行中，作为三江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

后将成为科研人员实验、办公、住宿和预试验场

地。

省实验室是全省在某个领域开展科研攻

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企业孵化的重大创新

平台。2024年，我省出台了《吉林省实验室管

理办法（试行）》，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

室正式挂牌运行。

近年来，我省累计投入1.9亿元对国家重

点实验室能力建设及人才引育给予资金支

持。将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动态光学成像与测

量两个国防重点实验室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

管理序列、给予同等条件支持。同时，新获批

“中国—新加坡肝脏病学研究‘一带一路’联合

实验室”。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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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冰天雪地的长春

又迎来“燃点”。作为大会期间重点活动之一，

丁健院士工作站落户长春净月高新区。目前，

我省院士工作站数量已达14家，柔性引进15名

院士驻站指导。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底气”。为了

用好人才这一科技创新第一资源，我省全力育

才、引才、留才，全面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全省高

端人才连续实现进大于出，人口由持续净流出

到2023年实现净流入4.34万人。

“惟进取也，故日新”。今天的吉林，处处可

以感受到“日新”的气息。创新这个“第一动

力”，正澎湃在广阔的松辽大地上。未来，驰而

不息、愈加坚实的科技创新步伐，必将带给吉林

砥砺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潮涌松辽大地新
——我省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观察

本报记者 王丹

一千例肝脏移植，

意味着一千个人的一

千次重生。

在吉林大学肝移

植中心，每一次手术刀

的起落，都是对生命的

庄严承诺。近日，吉林

大学肝移植中心完成

了第一千例肝移植手

术，再次书写了生命传

奇。

从“零”突破 不
断攀登技术新高峰

从“零”的突破到

技术的高峰，吉林大学

肝移植中心的每一步

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

承载着患者性命相托

的重任。

2011 年 9月，该中

心突破了吉林省不能

进行肝移植手术的瓶

颈，实现吉林省 DCD肝

移植手术“零”的突破。

2013 年 8月，该中

心正式获得国家DCD肝

移植资质，成立并完成

吉林省首例真正意义

独立自主的肝移植手

术，填补了技术空白。

2014年，中心加入

中国肝移植注册委员

会，从169家移植中心

中脱颖而出，成为34家

核心成员单位之一。

2017 年 7 月 1 日，

成功开展儿童活体肝

移植手术，跻身全国少

数能够常规开展儿童

肝移植的中心之一；同年11月，多学科合作完成罕

见高难度肝移植手术——ECMO辅助下中重度门静

脉高压性肺动脉高压肝移植。

2018年 10月，成功开展东北地区首例成人活

体肝移植手术。

2020年8月，开展东北首例全腹腔镜获取活体

供肝肝移植手术，同期完成东北首例人工血管重建

下腔静脉和右肝静脉活体肝移植手术，并在“博鳌

外科直播时刻”全网同步直播。

2021年7月，在“学术特区”“学科特区”双轮驱

动下，以吉林大学肝移植中心为引领，成立吉大一

院器官移植中心，并启动吉林省儿童肝移植慈善医

疗救助联盟。

2021年 10月 16日，完成年度第100例肝移植

手术，首次实现全年手术例数破百；2022年，吉大

一院器官移植中心获批肝移植医师培训基地资质。

2024年完成各类肝移植手术165例，稳居全国

前十。

13年间，中心常规开展各类疑难复杂肝移植

手术，包括各类成人及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劈离

式肝移植、二次肝移植、腔镜获取供肝肝移植、肝

肾联合移植、ABO血型不相容肝移植、受者合并心

肺肾功能不全肝移植等。

临床科研并重 打造高质量人才梯队

对医院来说，人才最重要，因为医疗机构服务

的对象是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特别是需要肝移

植的患者，他们更需要技术高超的医务人员。近年

来，吉林大学肝移植中心出台了一系列的人才、技

术、科研等相关政策，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建设

梯队。

通过不懈努力，中心的临床科研等人才高地已

基本形成。吉大一院党委书记、吉林大学肝移植中

心首席专家、吉大一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吕国悦担

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副教授邱伟担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第九届委员会青年学组副组长；多名教授任职中华

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各学组委员，为中心的未来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科研的广袤天地中，吉林大学肝移植中心深

耕细作，硕果累累。基础研究《供肝组织驻留T细

胞在临床肝移植免疫耐受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

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重点支持项目，获资助260余万元；应用研究

方面，供肝携氧机械灌注系统构建的相关成果完成

专利申请2项；团队实验室建立了能够应用于小动

物的常温携氧机械灌注系统，相关成果申请专利3

项……中心不仅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更在学术领域

发出声音，极大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影响力。

待患者如亲人 为更多家庭重燃希望

对患者而言，肝移植手术不仅仅是一次医疗行

为，更是一次生命的重生，也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希

望得以延续。

在吉林大学肝移植中心，医务人员的目标不仅

是让患者活下来，更要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有质

量。

每一位从这里走出的患者，都是精益求精、待患

者如亲人的医者情怀的见证者；每一个重获新生的

故事，都是一段双向奔赴、共筑生命奇迹的佳话。

这里有阿拉木苏悠扬的马头琴，有追梦少女

“新生十岁”的感谢信，有孝子捐肝救父、慈母割

肝救女的感人故事，有74岁“肝友”与7岁患儿相

互鼓励的特殊友谊，还有18岁“肝友”将医院移植

技术突破写进高考作文、考入理想大学的励志故

事……

这些故事，宛如一束束冲破黑暗的光，照亮了

患者前行的道路，也温暖了每一位医者的心房，他

们一千次集结出发，一千个昼夜坚守，使一千个生

命得以延续，让一千个家庭重获新生喜悦。

逆流而上，向阳而生，希望的火种在他们手中

再次重燃。眼中有光、心中有爱。未来，吉林大学

肝移植中心将继续努力，为更多患者带来新生，为

更多家庭点燃希望的炬火，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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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晓娟）2024年12月28日，首届长

春市中小学生美育成果艺术展演在净月高新开发区

外国语英泽学校举行。来自长春市31所中小学校的

500余名师生齐聚舞台，用充满活力与朝气的艺术表

演，尽显长春市中小学生美育教育多元风采。

展演现场，器乐、舞蹈、朗诵、京剧、合唱等各

种各样的表演轮番上场，精彩非凡。“我今天演《杨

门女将》里的佘太君，有很多武术动作，感觉很有

意思。”长春市安达小学学生董铎朵稚气未脱的脸

上沉着稳定，“小小佘太君”气势十足。

长春市二实验小学净月分校学生李梓扬说：

“我今天表演的是街舞，在学校参加的是街舞社

团，跳街舞很开心，可以缓解情绪。”

“现在的学校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非常重视

素质教育，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各种

社团活动，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学生家长郁女

士表示，全面发展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和未来走

向社会都非常重要。

据了解，2024年，长春市教育局已累计举办千

童之声系列艺术大赛15个专场演出，涵盖舞蹈、歌

唱、器乐等众多艺术门类，旨在用美育浸润青少年

成长。

“接下来，长春市教育局还将持续推进美育浸

润周周秀活动，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常态化的美育

实践平台，让孩子们周周有展示，月月有展示，年

年有展示，全方位展示自己的美育素养。”长春市

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李舒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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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中工

杯”吉林省“数智赋能 创享未来”学

习游戏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吉林省

中工技师学院收官。

大赛由吉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

会、吉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吉林

省技能人才协会主办，吉林省中工

技师学院、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

承办，华为技术服务（吉林）有限公

司、中国计算机协会长春分部、福

建大娱号科技有限公司等提供技术

支持。大赛历经两个月，吸引了30

多所中职、高职本科院校参与，经

各学校选拔共推荐 365名师生、54

项作品参与比赛。承办校邀请域内

本专科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专家

教授工程师30人组成大赛评委团，

遵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推进各赛

段。

本次大赛从初赛的项目书评审，

到复赛的网络视频答辩，再到决赛现

场，经过层层选拔，共有29支参赛队

伍进入决赛，在数字游戏学习软件产

品竞赛、数字游戏化学习工具产品竞

赛、数字游戏化学习项目产品竞赛、

电商类数字游戏化创业技能竞赛4

个赛道进行了比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长春职业技

术学院、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吉

林工业经济学校、吉林省中工技师

学院、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经济贸易学校、长春信息技术职业

学院、双辽市职业中专参赛队分别

荣获数字游戏化学习软件产品竞赛

赛道一、二、三等奖；长春数字科技

职业学院、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

吉林经济贸易学校参赛队分别荣获

数字游戏化学习工具产品竞赛赛道

一、二、三等奖；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经济贸易学校、吉林电子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汪清县第一职业技

术高中参赛队分别荣获数字游戏化

学习项目产品竞赛赛道一、二、三等

奖；吉林省中工技师学院、吉林经济

贸易学校参赛队分别荣获电商类数

字游戏化创业技能竞赛赛道一、二、

三等奖。

据悉，本次大赛以“数智赋能 创

享未来”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是数

智创新精神与吉林职业教育产业深

度交融的鲜活映照。在当今数字化、

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学习游戏作

为一种创新的教育形式，正展现出巨

大的潜力，它将知识学习与游戏的趣

味性深度融合，为教育教学带来全新

的体验与机遇。举办此次大赛，旨在

挖掘和培育更多优秀的学习游戏创

新创业项目，激发广大师生的创新热

情与创造力，推动数智技术在教育领

域的深度应用。

学习游戏创新创业大赛收官

长光卫星工作人员在厂房内进行卫星帆板展开实验。 张议文 摄

中车长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形成轨道交通装备领域新质生产力，不断擦亮中国高铁
这张亮丽名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