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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运时。

1月14日，吉林省春运启动仪式在长春

站举办，2025年春运大幕正式拉开。

春运首日，记者走访机场、火车站和高

速公路客运站，直击“回家”现场，体验春运

的便民服务、暖心举措，感受回家路上喜庆、

祥和、热闹的年味儿。

送“福”依旧 有惊喜有默契

早上8点，长春站站北进站口已有不

少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大家井然有

序地走进候车大厅，满怀期待地踏上回家

的路。

不少乘客停下脚步，在候车大厅设置的

新春活动现场前拍照，领取车站赠送的春

联、“福”字等小礼物，观看文艺演出。

“这‘福’字写得真好呀！”来自广西的蔡

先生举着手机，一边拍摄书法老师写“福”的

全过程，一边和手机那边的朋友介绍：“吉林

人真诚热情，刚刚和书法老师聊得很开心，

你看老师写得多好，我要把长春的‘福’带回

家喽！”

蔡先生刚从哈尔滨游玩回来，在长春又

停留了几天，今天坐高铁回广西。“东北值得

再来！”他整理着墨迹未干的春联高兴地说，

“这一趟收获颇丰。”

为突出今年春运“平安、有序、温馨”的主

题，长春站在候车室、售票室悬挂起灯笼、中

国结等装饰物，立起了“新春祝福板”，并结合

吉林冰雪旅游元素，设置“网红打卡地”，让旅

客带上最美好的祝愿踏上回家的列车。

长春站副站长杨乙千介绍说：“春运首

日的送‘福’活动，我们已经举办了10余年，

从最初简单地送‘福’，到如今书法家现场写

‘福’，为旅客定制春联，这个活动已成为长

春站春运期间的一项标志性传统。”

“突击队”上岗 开启全方位保障模式

“立正！”1月14日，随着一声响亮的口

令，长春机场2号航站楼候机大厅瞬间安静

下来，所有人将目光聚焦在大厅中央身着蓝

装的整齐队伍上，热血豪情的氛围感染了不

少乘机的旅客。

春运大幕开启，吉林机场集团2025年春

运“突击队”正式出征。

“春运是一场大考，突击队员们将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到春运工

作中，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吉林机场

集团党委副书记李智表示，为了更好地服务

旅客、保障春运，今年的春运突击队涵盖了

吉林机场集团运行指挥中心、地面服务分公

司、消防急救部等多个关键部门，开启全方

位春运保障模式。

与此同时，为向每一位踏上归乡之旅

的旅客传递新春祝福，春运期间，长春机场

精心筹备，打造出一系列洋溢着节日氛围

的特色场景。在T2航站楼的出发大厅，三

处分别以“冰雪”与“新春”为主题的彩化景

观将冬日的冰雪魅力与新年的喜庆氛围巧

妙融合，不少旅客驻足拍照打卡。

不仅如此，在登机口、值机柜台、到达区

等各个区域，点缀着窗花、灯笼串、中国结等

装饰品。96665服务热线，也为契合节日氛

围增添了新年祝福语……这一系列暖心的

举措，全方位为旅客的春运旅途营造出了温

馨的节日氛围。

暖心便捷 客运公路热闹有序

“妈，用自助售票机取票更方便，还不用

排长队，我教你怎么用。”一位旅客正在教母

亲使用自助售票机。

“快跑两步，往白山的车要开了！”一位

父亲背着大包，拽着孩子边跑边说。

伴随着检票广播播报，长春高速公路

客运站内一批批旅客从候车室起身出发，

站外发动机暖车的声音连成一片，热闹且

有序。

“春运第一天，我们高速站全体干部职

工提前到站、全员在岗。”长春高速客运站党

支部副书记白冰说，“为了能让旅客们的返

乡之路更加温暖、便捷，我们准备了免费开

水，还有急救药品、晕车药等物资，随时为有

需要的旅客提供贴心服务。”

在长春南收费站，入城和出城的车在一

排排收费站闸口处左右分列，收费站工作人

员及时引导车辆分流，并将充满新春气息的

“福”字送给来往车辆。

省交通执法局长春分局执法三大队执法

人员宋洪旭介绍说：“春运期间，我们建立‘一

路多方’工作机制，与气象、交警等部门紧密

联动，加大执法保障力度，让广大司乘人员能

够平安、顺利、快乐地回家过年。”

平 安 有 序 温 馨
——春运首日现场直击

本报记者 刘姗姗 邹鹏亮

秋收冬藏，穰穰满家。公主岭市地

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的核心区域，是

国家唯一命名的“中国玉米之乡”，粮食

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作为农业大市，公主岭市始终把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将粮食安全

作为公主岭“1369”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的

重要内容，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全面落实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工程，扩良田、用良机、育良种、施良

法、谋良制，探索智慧农业，积极发展农

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强化“五良一智”协

同配套，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

公主岭“争当吉林省县域突破排头兵”筑

牢根基，为东北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

“压舱石”贡献自己的力量。

良田良田++良技良技
打出粮食产能提升打出粮食产能提升““组合拳组合拳””

建设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的现代化良田，是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

公主岭市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同

时大力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打出粮食产

能提升“组合拳”，着力改善农业生产基

础设施条件，做强粮食产业链，力促粮食

产业振兴。

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加快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高标准农田

241.24万亩。“公主岭市通过开展土地平

整、田间道路、灌排渠道、岸坡防护、农田

电网等综合设施建设，使全市农田实现了

旱能浇、涝能排，生产能力大幅提升，改变

了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方式，为粮食

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基础。”公主岭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

公主岭市在打造高标准良田的同时，因

地制宜建立“增、保、养、调”体系，通过综

合施策、强化监督等举措，提升耕地地

力；通过保护性耕作、轮作、深松（深耕）、

有机肥还田等方式，全面提升全市耕地

质量。2024年，公主岭市耕地质量等级

平均为3.16，耕地质量等级稳步提升。

截至目前，公主岭市耕地质量保护

提升措施共计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

175.166万亩、轮作7.0358万亩、深松

（深耕）整地81.024万亩、秸秆还田9.05

万亩、各类项目有机肥还田55.95428万

亩、土壤改良菌剂37.5万亩、农民自行

实施有机肥还田119万亩，共计484.73

万亩，占粮食播种面积（460.1 万亩）

105%。

促进促进““农科农科””深度融合深度融合
打好打好““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会战

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

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近

年来，公主岭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科技引领，积极促进农业与科技深

度融合，推进“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广袤

的田野上洋溢着现代农业的勃勃生机。

在“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公主岭示范

基地的“无人农场”里，无论是春耕还是秋

收，都可以由无人驾驶农机进行完成。同

时，田间管理由大数据云平台实时监控，

将人工操作从传统的田间地头转移到了

电脑前。“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农机在原来

的基础上，加装了‘无人驾驶’和北斗导航

系统，已经可以实现无人作业。”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所高级工程师陈国双说。

作为融合信息化技术的现代农机装

备，无人驾驶农机以其数字化、智能化和

网联化技术，全方位展示了自动启动、动

态障碍自动避让等一系列“独门绝技”。

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

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这也是“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的重头戏。

公主岭示范基地采用物联网、大数

据、5G等信息技术打造“无人农场”，集中

展示29项新技术。通过农场信息感知

系统、无人农机装备系统和远程管控云

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实现了玉米耕、种、

管、收全程无人化作业，探索形成了以智

能农机为手段，以清洁能源系统、农业数

据网络、模型与算法、信息安全体系为依

托，信息化服务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现

代智能农业生产体系。

示范基地里的“亮点”不止于此，还包

括用科技创新护好、管好黑土地、感知自

然环境、种养对象、设备工作状态等。

农场管控云平台系统在整个“无人

农场”布设了气象站、土壤墒情仪、虫情

测报仪、孢子捕捉仪、高精度摄像头等监

测设施，能够自动进行各种信息、数据的

处理，精准实施各种作业指令的下达，并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识别等

智能技术，实现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的“无人化”实践。

提升农业服务质量提升农业服务质量
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以市场为导向，

服务农业农民的原则，围绕农业技术推

广、农机作业、农业生产托管、农技信息

平台建设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公主岭

市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始终把国家粮食

安全重担扛在肩上，持续以助农惠农、提

升粮食产量为目标，发展现代农业服务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服务组

织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进土地规模

经营、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走集约化经营之路，一直是公主岭

市范家屯镇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目

标。来到合作社所在的范家屯镇孟家

村，只见连片的土地里如同一个模子刻

出来的田垄，在秋收后依然整齐。

合作社负责人王成介绍说：“合作

社覆盖了耕地、播种、植保、收割等生产

环节，流转的土地全部机械化耕种，除

了自有的7500亩土地外，合作社还为周

边村屯代耕土地3000余亩。同时，合作

社还拥有各类农机70台（套），且全部实

现机械化收割。”

如今，合作社内的农户种植方式由从

前的小而散转变为走上依托高水平机械

化设备进行规模化经营种植的道路。

为了继续实现增效增收，合作社除

了提供高水平机械化设备外，还参考黑

土地保护相关政策，帮助农户改变单一

种植模式，采取玉米、大豆轮作、间作的

种植方式，科学调整种植结构，既养地又

增产，得到农户认可。“现在我们每年的

人均纯收入比10年前翻了两番。”加入

合作社的农户笑着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公主岭市大型农机专业

合作组织发展到460余个；农机保有量

15.42万台，其中，拖拉机保有量5.46万

台，玉米、水稻联合收割机7531台，农机

总动力达252.5071万千瓦，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6.2%，在全省

率先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公主岭市将牢

记“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主动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加速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深入“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全面提升农业服务业质量，将

现代化农业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公主岭市聚聚
焦焦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系列报道⑧

公主岭市公主岭市：：当好粮食稳产保供当好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压舱石””
本报记者 刘霄宇

公主岭市粮食连年丰收。（资料图片）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李
志宇）2025年春运自1月14日开始至2月22

日结束，为期40天。2025年春运，长春站科学

合理安排运力，推出更多便民利民惠民举措，

提升广大旅客的出行体验，预计春运期间将

发送旅客356万人次，日均8.9万人次；预计

到达旅客370万人次，日均9.25万人次。

为努力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

春运，让旅客体验更美好”的目标，长春站优

化调整运力安排，确保春运期间运能充足。

按照“满图铺画、按需开行”的原则，科学

实施“一日一图”，长春站开行图定列车

254.5对，增开春运临时旅客列车67.5对，较

2024年增加5对。安排夜间高铁30列，缓解

高铁白天增量压力，将部分客流吸引至夜间，

提高通道总体能力。上海虹桥、白城、珲春等

方向动车组重联，上海、南宁、昆明、厦门等方

向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运行，全力保障春运运

力需求。

春运期间，长春站首次增开乌兰浩特方

向临时旅客列车K5085次；长春西站增开天

津西站始发列车G394次；龙嘉站开行哈尔滨

方向旅客列车D4306次、D4936次，并将开站

时间延长至22时。

长春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盖伟东介绍说，

2025年春运客流较2024年春运明显上升，预

计节前务工流、探亲流、旅游流将占主导，节

后务工返城流、商务流、学生流将有序衔接。

与此同时，在春运服务上，长春站进一步

加强空铁联运、志愿服务现场引导、“春之约”

品牌助力出行等特色服务，打造温馨出行环

境，保证旅客温馨有序出行。

长春站春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356万人次

近日，通榆县什花道乡的四海水库举办鱼
宴冬捕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冰湖腾鱼
的乐趣。 陈宝林 王文涛 摄

本报讯（记者李抑嫱）1月13日，中组部选派的第25批赴吉

博士服务团行前培训会在长春召开。第25批博士服务团的12

名成员即将分赴全省有关市（州）、省直部门、省属企业和高校开

展为期1至2年的服务锻炼。

选派博士服务团是中组部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支持西部和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培养锻炼优秀人才的有

效途径。近年来，中组部持续加大对吉林工作的支持力度，先后

选派21批博士服务团到我省服务锻炼，为吉林振兴发展贡献了

重要力量。据悉，第25批赴吉博士服务团成员共12名，分别来

自国家部委、发达地区和知名高校、大型国企，涵盖农业、教育、

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光电信息等多个领域。

培训会上，留任博士服务团成员代表和接收单位代表分别

作交流发言，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对第25批赴吉博士服务

团成员表示欢迎并作工作部署，省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就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辅导。博士服务团成员纷纷表示，

将不断强化政治担当，充分发挥优势特长，积极建言献策，认真

履职尽责，深度融入吉林振兴发展实践，切实当好吉林与中央单

位、东部省市的“联络员”和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的“战斗员”“服

务员”，努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25批赴吉博士服务团
行 前 培 训 会 在 长 举 行

本报讯 1月11日，由体彩公益金助力的2024—2025吉林

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总决赛在吉旅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

激情开赛。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现场开展“体彩新春季

心相聚 梦同圆”品牌落地宣传活动，冬奥冠军李坚柔现场助力，

吸引了众多参赛运动员和滑雪爱好者围观参与。通过一系列丰

富多彩、充满趣味性的互动活动，体验体育彩票品牌传递的品牌

温度及公益色彩。

体彩公益金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体彩

公益金的持续支持下，吉林省的冰雪项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

普及，极大提升了我省冰雪运动的专业水平。从省内各大冰雪

赛事的支持，到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冰雪活动的举办，体彩公益金

的身影无处不在，真正实现了“全民冰

雪”的美好愿景。

（省体彩管理中心供稿）

体彩新春季品牌活动助力吉林国际高滑赛总决赛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崔维利 高鸿 杨率鑫）今天上午，由

省商务厅、四平市政府主办，四平市商务局、伊通县委县政府承

办的吉林省“百集迎新春年货大集”暨伊通县营城子镇示范大集

活动，火热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神秘庄重的萨满舞、欢快活

泼的花棍舞、热闹喜庆的大秧歌轮番上演，赚足了观众的掌声与

喝彩声。

本次年货大集在营城子镇繁荣路划分了10个年货展销区，

设置摊位300余个，展销面积3000平方米，销售当地名优产品、

特色美食千余种。活动将持续至1月27日。

大集上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摩肩接踵的人群、琳琅满目的

商品、别具一格的满韵风情，交织出一幅欢乐祥和的年俗画卷。

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消费相融合，设计规划了“品满族美

食、逛满乡年货大集”一日游精品旅游路线，来访游客既可以一

站式购买年货，还可以体验满族文化风情，观赏萨满舞蹈、满族

歌曲、二人转等各类文艺演出10余场。同时，还邀请了“以旧换

新”企业，方便顾客换新购置家电、汽车。

据悉，本次活动预计可接待域外游客4万余人次、县域群众

12万余人次，拉动各行业实现营业额6000多万元。

为充分展示满族乡镇的特色文化和风土人情，伊通县强化

对营城子镇的宣传推介，邀请商会、企业到营城子镇考察，展示

特色黄牛产业优势，塑造营城子年货大集的示范样板，增强乡镇

凝聚力，扩大对外吸引力，催生更多投资合作机会，推动地方经

济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迎新春年味浓 促消费添活力

伊通举办满韵风情年货大集

缤纷体彩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王学新）今天，在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指导下，

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松原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的“非遗贺新春文脉颂中华—吉林非

遗过大年”活动在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

园开幕。此次活动时间为1月14日至2月

12日，旨在深度挖掘吉林非遗中的年文化特

色，以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为公众呈上一

场非遗文化盛宴。

活动围绕吉林非遗展、非遗文艺演出、

非遗民俗展示、非遗美食品鉴、非遗产品手

作、非遗健康诊疗、非遗游览体验、非遗主题

宣讲、非遗直播带货以及专家带你赏非遗等

十大主题系列活动展开。

吉林非遗展以“非遗里的大美吉林”为

主题，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产品、音视频等

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非遗的独特魅力，场景

式融合“远古记忆”“传统礼俗”“匠心精神”

三大板块，让公众能近距离领略吉林非遗生

产性保护和活态传承的丰硕成果。省级非

遗项目——郭尔罗斯布艺市级传承人徐卉

表示，郭尔罗斯布艺曾是蒙古族王公贵族间

流行的新春礼物，如今我们在保留传统文化

符号的基础上融合现代元素，设计出了更多

更具实用性的产品，期望它们能够在新春佳

节作为礼物传递祝福，让非遗持续散发魅

力。

非遗文艺演出依托域内专业院团和非

遗传承人，重点围绕乌力格尔、蒙古族四胡

音乐、马头琴音乐等进行综合展演，为观众

带来震撼的视听享受。同时，非遗民俗展示

实景重现了春节习俗等非遗项目，让公众在

参与中深切感受传统文化魅力。非遗产品

手作活动通过传承人现场讲解和教授，让游

客亲身体验非遗衍生品和文创产品制作过

程，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非遗美食品鉴活动

则邀请了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制作全鱼宴、朝

鲜族打糕等非遗美食，让游客品尝到吉林

“舌尖上的非遗”。蒙古族馅饼项目非遗传

承人邓艳表示，感谢此次活动提供的宝贵平

台，让更多人得以了解非遗、品尝非遗美

食。她还带领游客亲身体验蒙古族馅饼的

制作过程。

此外，非遗健康诊疗活动将依托吉林省

中医药优势，开展以制药体验、药饮、药膳等

为重点的非遗健康义诊和体验活动，为公众

提供贴心健康服务。非遗游览体验活动则

通过非遗会客厅、非遗生活馆等非遗活态传

承体验区，让公众在游览中感受非遗与旅游

的完美融合。活动期间，还将举办非遗主题

宣讲、电商直播带货以及专家带你赏非遗等

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宣

传推介吉林非遗项目，提升吉林非遗的知名

度与影响力。

春节作为传承数千年的古老节日，是非

遗技艺传承发展的重要舞台。此次“吉林非

遗过大年”活动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

让游客更好感受吉林非遗的独特魅力，共贺

新春，传承文脉。

“吉林非遗过大年”活动正式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