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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长光卫星的张议文一

直在“云”办公。登录公司网络平台

账号，几步操作后，一条视频作品成

功发布。除夕是全国各地的“红色”

美景，初一“打卡”新疆，初二“云游”

北京……一张张图片细节清晰、色彩

明丽，都是“吉林一号”卫星在50万

米高空拍摄的。

年前 ，张议文早早就策划好

了——春节假期，每天更新一条视

频，带大家领略卫星视角下的美丽中

国。她在公司信息化平台上提出需

求，很快就集齐了各种主题的图片。

自2023年6月加入长光卫星，张

议文一直从事宣传工作，经手的卫星

图片不计其数，也跟着“吉林一号”看

遍世界。

“虽然我不从事具体研发工作，

但从卫星图片的获取效率、清晰度等

方面，都能感受到公司创新实力的提

升。”张议文说。

2025年1月，西藏日喀则定日县

发生 6.8 级地震，牵动全国人民的

心。长光卫星紧急调度“吉林一号”

卫星过境定日县，对灾区进行观测，

并在成像后第一时间提供给相关单

位，助力救灾工作。张议文和同事也

制作了震前震后对比图进行发布，回

应大众关切。

回首2024年，长光卫星稳步推

进“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组网工

程——

“吉林一号”高分 05B星成功入

轨，标志着长光卫星“星载一体化”整

星设计制造技术实现第四次飞跃；

6颗宽幅02B系列卫星完成批产

并成功发射入轨，助力星座高分辨数

据获取能力跨越式提升；

“吉林一号”首颗微波遥感卫

星——SAR01A 星成功发射，有效保

障了星座全天时、全天候对地观测

能力……

截至目前，“吉林一号”星座在轨

卫星数量已达117颗，是全球最大的

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吉林一号”卫星大规模组网促

使全球对地观测进入“每日”时代。

2024年9月，长光卫星发布世界首个

高清全球年度一张图——“吉林一

号”全球一张图，其性能指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长光卫星一直致力于构建多层

次遥感产业版图，让遥感信息更接

“地气”。2024年，公司研发的国内

首个“遥感+AI”APP——“吉林一号

网”上线，目前注册用户已超 13 万

人，切片影像数据在线调用次数破

200亿次。

作为公司一员，张议文充满自

豪感和获得感。“我们的宣传工作，

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国家商业航天

科技的巨大进步，而且这些技术的

应用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张议

文说。

“2025年，希望公司技术创新不

断取得新突破。”谈及新期待，张议

文说。在浩瀚宇宙里，“吉林一号”

星座绕地运转，不断传回海量遥感

信息。在春节喜庆的氛围里，天南

海北的人们正通过张议文制作的视

频，领略中国大地上日新月异的壮

丽画卷。

春节，跟着“吉林一号”看中国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春节，阖家团圆的美好时刻。节

日里，有这样一个地方，依旧紧张、忙

碌，却也处处流淌着温暖与希望，那

就是医院的产房。

1月 29日，大年初一凌晨，浙大

妇院吉林医院（长春市妇产医院）“温

馨产房”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

水味。助产士张影慧刚吃完医院准

备的年夜便当，便开始仔细检查各种

医疗器械，确保都能正常运行。“新年

第一天，希望所有的产妇都能顺顺利

利，平安迎接新生命。”说话时，张影

慧眼神中充满期待。

这时，“温馨产房”待产产妇杨女

士有了生产反应，略显紧张。张影慧

见状，立刻走到她身边，温柔安慰道：

“别害怕，我们会一直在你身边陪

你。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轻声

地安抚，如同一股暖流，让杨女士的

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温馨产房”不同于普通产房，

这里不仅有医护人员守护，宝爸还

可以全程陪产。张影慧时刻关注着

杨女士的情况，耐心指导她呼吸和

用力。

“加油，再使点劲，宝宝马上就出

来了。”她不断地给杨女士加油打

气。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凌晨2

时 52 分，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

“温馨产房”里第一位自然分娩的金

蛇宝宝出生。宝爸亲手为宝宝断脐

“剪彩”。“新生”的渴望与希望，在此

时此刻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恭喜你们，是个小王子！”张影

慧笑着告诉家属，并为他们送上医护

人员亲手制作的新年礼物。杨女士

小心翼翼地接过刚出生的宝宝，激动

又幸福。“谢谢老婆的辛苦付出！”杨

女士丈夫轻轻亲吻了妻子，一起感受

着新生命带来的喜悦。

“‘温馨产房’是集待产、分娩及

恢复为一体的单人‘家庭式’产房，

这里按照居家风格布置，营造家庭

化分娩氛围，让孕产妇在分娩过程

中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浙大妇院

吉林医院（长春市妇产医院）分娩中

心主任魏淑奇告诉记者，过去都是

在电影里看到家属可以进产房陪

产，现在咱们也能实现了。即使面

对各种突发情况，咱们也有充足的

准备来应对。自从去年底医院推出

“温馨产房”后，好评不断。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次

奇迹，每一次成功的分娩都离不开医

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外面辞旧迎新

的鞭炮声阵阵响起，而产房里的医护

人员又转身投入下一场“战斗”……

“ 温 馨 产 房 ”“ 家 ”倍 守 护
本报记者 毕雪

大年初一，在省农科院的温室

实验室里，记者见到了来自南苏丹

的留学生大卫。

舒展开作物的叶片仔细观察，

用手抚摸盆中土壤感受土质，按照

生长数据调整日光灯下作物摆放位

置……“迈进实验室就觉得有做不

完的事，总是忘了时间。”

2017 年，大卫来到吉林农业大

学学习，今年即将硕士毕业。几年

来，作为吉林农业大学与省农科院

联合培养的留学生，他几乎每天都

要从学校来实验室照看作物、做各

项检测，这个春节他依然在实验室

忙碌着。

谈到春节，大卫笑着说：“和我

家乡的重要节日一样，春节是一家

人团聚的时刻。我特别喜欢这种气

氛。”春节前夕，长春大街小巷随处

可见的彩灯，更让他感受到了中国

年的喜庆与热闹。

每逢春节，学校都会为留学生

安排各种新春活动，帮助他们更好

地理解中国文化。然而，今年的大

卫却婉拒了这些活动。“学校组织的

滑雪活动我很喜欢，那种迎面而来

的凉风让我感到特别惬意。”大卫告

诉记者，因为论文答辩在即，实验室

里还有许多关键数据需要检测和记

录。“这直接关系到我的成绩，也是

我能否继续留在长春攻读博士的关

键。”

7 年的留学生活，大卫去过广

州、杭州、北京等多个城市，他却对

长春情有独钟，并计划留在吉林农

业大学继续深造。在他看来，长春

这座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超出了

他的想象。冬季的冰雪运动更是让

他着迷，净月潭滑雪、南湖公园溜

冰，成为他每年冬天最期待的活动。

为了实现留在吉林深造的目

标，大卫下了不少功夫。他苦练中

文，如今已经能流利沟通。他师从

吉林农业大学的张健教授，将玉米

抗干旱遗传育种作为研究方向。经

过导师的推荐，他又加入了吉林省

农科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刘相国

团队，进一步开展专业研究。“大卫

刚来研究所时，大家对这位外国朋

友都感到新奇。如今，他已经完全

融入了实验室的工作，成为团队一

员。”刘相国介绍说。

走进大卫的温室实验室，日光

灯下的玉米植株状态各异，有的叶

片发黄干枯，有的却生机盎然。“吉

林的玉米种植技术非常先进，早在

家乡时就听说过。希望未来我也能

为我的国家培育出耐干旱、高产量

的玉米品种。”大卫一边为植株浇水

一边说道。

夜幕降临，大卫乘坐公交车返

回留学生公寓。窗外的道路在彩灯

的映衬下如梦似幻，火树银花让整

座城市显得格外璀璨。“这个城市不

仅有美景，还有热情友善的人，我越

来越喜欢这里。”

非 洲 小 伙 的“ 中 国 年 ”
本报记者 郑玉鑫

本报讯（记者米韵熹）在电影消费

券等多重惠民政策的加持下，以及“电

影+旅游”“电影+美食”“电影+文创”等

活动联动效应的带动下，这个春节档我

省电影市场可谓“火力全开”，5天时

间，全省206家影院，1214块屏幕，共放

映电影46000余场，观众达180余万人

次，电影票房超过9500万元，均创历史

新高。

“今年春节黄金档时段经常出现一

票难求的场景。”长影电影院经理李鲲

鹏说。以刷新多项中国电影影史纪录

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该片猫眼评

分高达9.7分。此外，《唐探1900》猫眼

评分为9.6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

者》《熊出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封

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等影片的评分悉

数为“9.0+”，足以证明，好制作和好故

事依然是“笼络”观众的核心要义。

除了电影质量本身，丰富多元的观

影体验也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

IMAX、CINITY、杜比全景声、STARX巨幕

等不同特效厅制式，让观众有了更多选

择。“作为全省首家IMAX激光影厅，影

厅为观众提供了更高的画面质量、更大

的显示面积和更广阔的视野，使观众仿

佛置身于电影场景中。比如在观看《哪

吒之魔童闹海》时，动画人物的每一个

视效细节都能够以惊人的立体感呈现

于观众眼前，让观众实现沉浸式观影，

与人物同频共振。”长春红旗街万达广

场店影城经理吴雪荞说。

“不断上新的电影技术和不断更新

的观影环境，让看电影成为一种享受，

我们这些观众也就自然愿意花钱买票

走进电影院。”作为资深影迷，长春市民

马女士每年都会来看电影，“我感觉就

是从每年春节档电影来看，今年春节档

电影的科技含量非常高，在特效厅观看

能够带来更好的观影效果。”据不完全

统计，IMAX中国巨幕、杜比环绕和LED

等高科技影厅票房占春节档总票房的

25%以上，足见观众对今年春节档视听

效果的认可。

影院内，一部部精彩的影片令人目

不暇接；影院外，电影和餐饮、旅游、文

创等消费相互赋能，推动文化消费体验

更加多元。在长影电影院大厅内，放映

机、留声机造型的音乐盒，带有长影

LOGO的冰箱贴、钥匙扣等文创产品吸

引了大量等待观影的观众驻足挑选、购

买。“我们把文创产品‘搬进’电影院，就

是为了实现观影与文创消费的相互引

流。”长影旧址博物馆副经理张议文表

示，“这款百年百部电影移动硬盘卖得

特别好，摆在电影院内销售，正好精准

定位了影迷群体。”

推动文化消费市场活力不断释放

我省春节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

本报2月2日讯（记者田青玲）正

月初五，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游

客如织、人气爆棚，在这里，游客们邂逅

了北国之冬的魅力冰雪，更度过了一个

欢乐且充满年味的假期。

踏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仿佛

步入一个银装素裹的梦幻之境：景区

正门的“迎宾吉狮”雪雕，展现净月潭

的祥和与平安；“净月雅柿”内的一抹

抹红色冬青，营造出充满生机和喜悦

的新年氛围；冰封的湖面犹如一面巨

大的琉璃镜，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

迷人的光芒，与头顶湛蓝如宝石的天

空交相辉映。游客们沿着大坝悠然漫

步，时不时停下脚步，拿出手机定格这

美好的瞬间。来自云南的王女士一边

拍照一边赞叹：“这里的雪景美得不像

话，每一处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

品。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给家人和朋

友，让他们也领略一下东北冰雪的独

特魅力。”

蓝冰区域是净月潭热门打卡点

之一。景区巧妙利用蓝冰打造出精

美的冰雕、堆砌起独特的“冰雪喷

泉”，引得游客驻足拍照留念；滑雪项

目备受青睐，吉林独特的粉雪与广袤

无垠的林海、雪原完美融合，让游客

们在飞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绝美的

冬日风光；刺激好玩的森林雪漂流、

惊险有趣的大滑梯，以及狗拉爬犁、

冰上骑马等冰雪娱乐项目，让游客尽

情释放激情与活力。

日落时分，走进中国瓦萨博物馆，

“裸眼3D”将松树、凤蝶等净月潭元素生

动呈现，打造梦幻场景。AI换装拍照区

同步上线，让游客畅享“AI旅拍”。馆内

农旅融合体验展示区陈列吉林特色农

产品，还有15件松花砚作品展出，文化

赋能冰雪旅游，让游客流连忘返。

春节期间，净月潭景区推出丰富多

彩的文旅活动，年味十足：舞蹈快闪活

力四射，舞者们身着鲜艳的服装，在冰

天雪地中热情舞动，瞬间点燃现场气

氛；人偶巡游趣味横生，“福禄寿喜财”

五位人偶穿梭在人群中，为游客们送上

新春祝福；魔术表演奇幻神秘，乐器演

奏悠扬动听，在“净月雅柿”游客们围坐

在一起，煮着热茶，吃着点心，分享着新

年的喜悦。

为让各地游客收获一次难忘的冰

雪之旅，景区秉持“让游客玩得更从容”

的宗旨，将爱心、细心、暖心、贴心、精心

的“五心”服务落实到每个细节上，做到

让游客高兴而来、尽兴而归。

春节假期，景区在游览舒适性方面

下足功夫，引入当地特色美食和知名餐

饮品牌，在中国瓦萨博物馆打造梦幻光

影咖啡厅，在雪世界设置“食味”美食

区，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餐饮服务。同

时，在多点位设置了爱心暖房、休憩及

餐饮区，增加取暖设施。与中国一汽合

作，增设两台新型国悦观光车，提升游

客乘坐及游览体验。

文旅活动多 冰雪魅力足 服务超暖心

长春净月潭文旅活动年味十足

1月29日大年初一，清晨，寒风裹

挟着雪花，天地一片雪白。走进和龙市

芦果村，家家户户都贴上了福字、春联，

挂起灯笼、彩灯，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人

们带着一年的收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

家乡。

“春节是老百姓最开心的时刻，也

是派出所最忙的时刻。”和龙边境管理

大队芦果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姜永红开

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裹紧警服，迎着寒风，姜永红走到

老党员崔南钟家。在辖区的110户191

位村民中，姜永红最记挂的就是住在下

新村年近八十岁的老党员崔南钟，崔南

钟一家只有两口人，他的女儿因身体原

因，需要一直吃药，生活艰难，姜永红有

空就会来看看。“大爷，您这门咋坏了？”

无意间，姜永红发现后门裂了个大缝

子，冷风直灌，屋子怎么烧都不暖和。

“这可不行，大过年的必须暖暖和和

的，得修修。”看着姜永红忙得满头大

汗，崔南钟感激地说：“小姜啊，多亏了

你，这大冷天的还想着我这个老头子。”

姜永红笑着回答：“大爷，您是老党员，

为芦果村做了那么多贡献，这是我应该

做的。”

修好门之后，屋子里渐渐暖和起

来，姜永红又为老人讲解了一些冬季取

暖的注意事项。临别之时，崔南钟紧紧

握着姜永红的手，手心温热。“大爷您快

回屋吧，祝您新年快乐！有事儿一定要

想着找我，我随叫随到！”说罢，姜永红

转身又钻进了风雪中。

这样的场景在芦果村并不陌生。

在芦果村常住村民中，60岁以上老人

占比高达50%，姜永红有空就帮他们捎

药、买菜、修修补补，是乡亲们口中的

“贴心小姜”。春节前夕，他就积极帮助

老人们买些春联、窗花等年货，让老人

欢欢喜喜过大年。

今年春节，G331国道虎岩导洞工

地依旧机器轰鸣。为赶工期，30多名

工人选择留守，紧锣密鼓地工作着。其

中，一对彝族夫妇格外显眼——丈夫是

钢筋工，妻子在食堂帮厨，一岁多的孩

子裹在襁褓中，一家三口就住在工棚。

平日里，姜永红经常到工地宣传边

境政策法规，了解工人们的生活情况，

本着能帮则帮的原则，尽量帮他们解决

一些生活难题。过年了，姜永红特意准

备了一些慰问品，送到了小两口手中。

“感谢姜警官！”收到这份特殊的新年礼

物，小两口连声道谢。“姜警官就像我们

的家人一样，总惦记我们。虽然没回家

过年，但是心里暖暖的。”

以藏蓝为甲，以风雪为伴。从村民

家到建筑工地，姜永红的春节日程排得

满满当当：检查消防隐患、登记返乡人

员、宣传边境法规……“越是过节，越要

绷紧安全这根弦。”他笑称自己成了“移

动服务站”。

入夜，芦果村的灯火渐次亮起，平

日里宁静的小村庄热闹了起来。走在

巡逻路上，听着家家户户传出的欢声

笑语，姜永红知道，此刻的芦果村迎来

了最幸福的时光。站在村口，看着被

白雪笼罩着的芦果村，姜永红由衷地

感慨：“百姓团圆，边境平安，就是最好

的年。”

平 安 就 是 最 好 的 年
蒋子祺 本报记者 于悦

春节期间，长春市南湖公园冰雪乐园热闹非凡，游客纷纷来到这里体验东北特有的冰雪乐趣。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