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刚过，吉林这块白雪覆盖的黑土地
上，正孕育着春的生机。

走进实验室，科研人员专注投入前沿课
题研究，每一个数据、每一次实验，都承载着
推动科技进步的使命；

移步高校课堂，学生们已不再仅正襟危

坐于书桌之后死记硬背，而是实地走进工厂，
在实践中收获学习的乐趣；

现代化生产线上，不断产出的高科技产

品凝聚了强大的创新力量，这离不开人才的
支撑；

……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在国家大力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激昂号角中，我
省立足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

“四位一体”深度融合。多元场景下，创新的
曲曲新音汇成了释放协同倍增效应的发展
交响曲。

曲 曲 新 音 汇 交 响
——我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融合发展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徐慕旗 张鹤 何泽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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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记者走进东北工

业集团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吉林大华”）。在这里，数字化车间

内12条自动化生产线运转不停，工作人

员专注于信息显示大屏上不断刷新着的

实时生产数据。

“进入腊月以来，来自国内外客户的

产品订单就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们正加班

加点忙着赶订单呢！”吉林大华数字化车

间负责人李增辰自豪地对记者说。

在一条蜿蜒曲折的挠性飞轮生产线

上，机械手不断舞动，有节奏地抓取着飞

轮，流水线上一枚枚飞轮间距整齐、码放

有序，一名操作工人在生产线末端进行着

检测工作。

“目前，数字化车间配置有101套桁架

机械手、10台六轴机器人，生产线整体自

动化率达75%以上，其中8条自动化生产线

为1人多机操作。”李增辰向记者介绍，凭

借出色的数字化生产水平与智能化管控

体系，2024年，数字化车间的产量和产值

分别增长16.2%和17.1%，特别是在双质量

飞轮产量上，更是创了历史新纪录。

说罢，李增辰来到信息显示大屏前，

打开笔记本电脑，根据实时刷新的数据，

不断测算着数字化车间的生产节拍。“现

在，车间内50秒即可下线一枚挠性飞轮，

双质量飞轮则控制在120秒以内，符合生

产任务的安排。”

李增辰表示，2024年，吉林大华在生

产效率提升上持续发力，积极优化产线布

局，合理配备生产资源，以小批量多品种

模式的快速转换为突破点，及时调整生产

计划，均衡合理排产，保障了生产交付。

“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进生产一线就都是办法。”

李增辰说，“不仅仅是工作时间，就连节假日，我们也坚持组

长及以上管理人员深入一线，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发现问题

并协助推动解决问题。去年全年，我们共发现各类影响生产

交付等问题5300余项，有力支撑了企业的稳定运营。”

来到数字化车间的成品交付区，一辆辆AGV自动搬运车

往来穿梭，一箱箱打包好的飞轮产品即将搭上运输车送往国

内外市场。

“2025年开年至今，吉林大华已收到的预订单收入同比

增长6.4%，我们非常有信心取得新春开门红，为企业全年的

高质量发展开个好头！”李增辰兴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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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结束，一汽解放卡车厂总装车间里，工人们干劲十足、全力生产，力争在新的一年开好局、起好步。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2月5日，位于白城市镇赉县域内的吉林莫莫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银装素裹，上午室外气温降至零下15℃。伴随

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记者的脚印向雪域深处延伸，通向

保护区野生动物救助站暂养点。

“咯啊、咯啊！”清脆嘹亮的叫声划破长空，“它发现我们

了。”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邹畅

林说。

一抹洁白的身影闯入视线，那是一只丹顶鹤。它单腿站

立，修长的脖颈优雅地弯曲着，身姿挺拔，头顶上那一抹鲜艳

的红色，恰似冬日里燃烧的火焰，在洁白的身躯衬托下，更显

明艳动人。

看到有人走近，丹顶鹤脖颈伸直，姿态瞬间变得警觉起

来。黑溜溜的眼睛里透着灵动与警惕，仿佛在审视着周围的

一切。当丹顶鹤展开双翅，羽翼像是两片洁白的云朵，飞羽

边缘镶着黑色，宛如一位遗世独立的仙子。

然而，今天这位仙子则成了一位“路霸”拦住了我们的去

路，“小心别靠太近，它会叨人。”饲养员徐宝军说，这是一只

雄性丹顶鹤，霸气着呢。

“你被叨过吗？”

“你看这伤疤。”徐宝军撸起袖子，手腕上留有一条5厘

米左右的疤痕。

“我一来它们就知道有吃的了，自动就围到我跟前。鸟

儿也会和你嬉闹，但它们爪子一落就是一道疤。”

“刚开始干这工作时适应吗？”

“和鸟相处其实和人一样，时间长了就有感情了。”徐宝

军笑着说。他已经在这里工作3年多了，每只鸟的习性早已

熟悉。

如今，这里有丹顶鹤7只、白鹤2只、白枕鹤2只、灰鹤4

只、大雁6只。

“那只喜鹊呢？”

“它是自己从外面飞进来蹭饭的。”大家哈哈大笑。

“这些鹤一天吃几顿饭？”

“一天两顿，一顿一斤鱼、半斤苞米粒，有时候还喂颗粒

料、白菜和胡萝卜，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得把它们的身体

调理得棒棒的。”

正常情况下，野生的鸟类会保持和人类的距离，警惕性

很高。救助站的鸟类都是野外生病、受伤，或者放飞前进行

体质监测的。

“你看那只白鹤，是前些年野外救助回来的，它的一只

翅膀折断已经无法再飞了，这里就是它的‘养老院’了。”邹

畅林说。

“野生的鸟类其实和人类一样，也有体质强弱。”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吉林白城护飞队队长潘晟昱介绍。一只鹤

的体重大概有5至7公斤，迁徙时体重能够下降三分之一，食

物补充不及时就危险了。

“每年的迁徙季，有的野生鸟类没能补充到足够的食物就

跟大部队一起飞了，抵达莫莫格时体重会下降得厉害，无法进

行下一步的迁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救助。”邹畅林说。

“咯啊，咯啊！”丹顶鹤引颈振翅，又是一阵鸣叫。

“到饭点了，再不给它吃饭它就生气了。”徐宝军介绍，为

了防止鱼被冻住，冬天早饭一般安排在9点多。

“别着急了，我这就去给你拿。”

看着徐宝军一路小跑的背影，丹顶鹤则傲娇地围着饲料

盆踱着步，让大家不禁莞尔。

“傲娇仙子”与守护者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实习生 刘一潼

春节假期过半，大街小巷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探测部副主任吴小霞结束休

假，匆匆返回到工作岗位。2024年年底，她所在团队承接

了清华大学6.5米宽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主镜系统研发

项目。

“时间紧，任务重，一系列技术攻关等着我们呢！”吴小

霞快人快语。实验室内各种精密仪器设备已准备就绪，她

麻利地换好工作服，一头扎进实验中。

为更好了解这支团队，记者采访了团队带头人、长春光

机所副所长王建立。

“这是我们在新架设的望远镜前拍的合影。”在办公室，

王建立向记者介绍。照片中，地基大口径光电望远镜如同

仰视天空的巨眼，努力探寻着宇宙空间的无限奥秘。

曾经，我国地基大口径光学望远镜研发水平远落后于

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春光机所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定下了

研制4米级口径地基光学望远镜的宏伟目标。所里创新采

用“揭榜挂帅”形式，公开征集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当

时，作为青年科研骨干的王建立勇担重担。

“恰逢所里创新确立了‘硕博连读研究生预先留所培养

模式’，为团队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吴小霞就是其中一员，

现在已经成为团队骨干力量。”王建立说。

交谈间，王建立从书架里拿出厚厚一本材料给记者看：

“那时候，我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都打印出来装订成册

了，把它们摞起来，有一米多高。”这些材料不仅转化为卓越

的创新成果，更将其中蕴藏的执着精神代代相传。

多年来，团队取得了大口径反射镜主动支撑技术、大规

模自适应光学技术、高精度稳像技术、先进图像复原技术等

一系列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成果，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为让项目技术成果持续发挥牵引作用，团队建成了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地基4米级大口径光电成像探测技术自

主创新研究平台，为更大口径望远镜研制奠定了坚实基

础。同时，编写、翻译了多部专著，有力支撑了所里自适应

光学、主动光学等学科建设。

“所里对像我们这样的团队给予了极大支持，让我们心

无旁骛搞科研。”王建立欣慰且有些自豪地告诉记者，目前，

团队规模已扩充至百余人，人才辈出。“我们先后参与了20

余台（套）米级以上地基光学望远镜关键技术研发。同时，

依托专利技术成立的长春长光奥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

制出了我国深制冷大靶面科学级sCMOS相机，解决了高端

国产相机自主可控难题……”

鼙鼓催征，一场深耕光学赛道的持续攻坚正在加速。

一场深耕光学赛道的持续攻坚一场深耕光学赛道的持续攻坚
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组成“焊接大军”，机械巨

臂灵活舞动，钢花飞溅里一个个焊点熔接快速完成；

安全线外，学生刘海洋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眼前的操

控屏幕，通过参数调整、点位校准等操作，保障机器

人不“打架”……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智能

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仿佛置身于机器林立、机声轰隆的

现代化、科技感十足的汽车生产企业。

“中心是由学校与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联合打

造的红旗轿车零部件智能生产线，为红旗HQ9、EHS9两

个车型生产地板部件。”全国技术能手、中心负责人柏

淑军说。

目前，学校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不仅拥有高端

产业智能化真实生产线，还针对专业人才培养设计

了“训练岛”“技能岛”，指导相关专业学生通过实操

学习和锻炼后，掌握智能装备维护、保养、集成等所

需技能。

“我们通过把汽车零部件生产融入教学场景，在真

实装备支撑下进行实训，让学生们快速提升技能，满足

企业用人需求，真正实现了入校即入厂，出校即上岗！”

柏淑军一边穿梭于学生们的工作点位一边介绍。

几名学生因紧张，操作显得比较生疏，柏淑军立刻

上手，耐心地演示了一遍相关步骤，并详细为学生进行

针对性指导和纠正。

在智能产线另一边的封闭区域，一间间精致的实

训室格外显眼。“这就是按照智能生产线各环节分解成

的‘训练岛’和‘技能岛’。”柏淑军说。

实训室里课桌椅子整齐地排列，学生们或围绕手

中的零部件交流、或在操作台动手实践，或埋头于书

本，不时探讨着相关的理论知识。

“学生们通过400多学时的控制器、工业机器人、

工艺设备的编程、调试、集成等模块化实战课程学习，

能够系统掌握智能生产线涉及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功能整合。”柏淑军说。

既是校中厂，也是厂中校。作为东北地区首家公

办职教本科高校，学校和数家龙头企业共建了多个产

学研基地，这些覆盖了全校30余个专业的企业级高水

平实训基地，通过校企联合开展产业技术高端科研，推

动学校办学与企业发展“双向奔赴”。

采访结束记者走出校园，机器的轰鸣声仿佛依然

在耳边隆隆作响，汇聚成产教融合的有力脉动。

一次高校与企业的一次高校与企业的““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机械臂划出一道道精准的轨迹焊接车体，智能运输车往来穿

梭运送部件，工人手持5G智能终端核对车体参数……春节刚过，

长春市西郊轨道交通生产制造基地的高速动车组生产车间里，一

派繁忙火热又充满科技感的生产图景。

在时速350公里智能动车组生产线，中车长客技术专家王雷指

尖轻触屏幕，一组三维动态模型瞬间展开。他俯身从工作台上拾起

一块泛着金属光泽的板材，屈指轻弹，清脆的嗡鸣声在车间回荡。

“目前，‘复兴号’车体采用全新一代铝合金材料，转向架应用

碳纤维复合技术，牵引系统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达100%。”王雷自豪

地说。

这背后是我省布局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创新中心与16个国

家级研发平台形成的创新矩阵的强大支撑。近3年，已累计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127项，获得授权专利892件。

“目前我省已经形成了以中车长客为龙头，268家配套企业协

同发展的产业集群。”王雷说，一汽解放研发的耐低温电池技术、中

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攻关的高精度激光传感系统，通过产业协同

机制注入高铁产业链。长春理工大学设立的“高铁光学检测”特色

学科、吉林大学创建的轨道交通人工智能研究院，每年为行业输送

千余名专业人才。

吉林轨道交通产业之所以在全国乃至世界保持领先地位，得

益于“科研院所+龙头企业+配套企业”的垂直创新体系。

近些年，中车长客从“吉林制造”到“吉林智造”一路走来，离不

开创新驱动和技艺传承。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

万君对此感受颇深。

来到中车长客焊接实验室，李万君正躬身调整着激光焊接设

备的焦距。他布满老茧的右手稳稳握住校准仪，左手五指如钢琴

家般在控制面板上跳跃，围观的青年技工不约而同地发出赞叹。

如今，李万君又多了一重新身份——长春职业技术学院特聘

教授。近年来，依托我省“双师型”人才培育工程，全省1520名企

业技术骨干走进校园，将车间里的“绝活”转化为教材里的案例。

夜幕降临，试车线上的动车组列车如银色蛟龙般划破暮色。从

新中国第一辆地铁到世界领先的智能高铁，中车长客通过产业、教育、

人才与科技创新的有机融合，正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加速“飞驰”。

记者手记：

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发展的浩荡春风里，我省科教

优势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硕果累累；体制机制日益完善，为成果

落地转化保驾护航，持续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条教育培养

人才、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教育和科技的良性

循环链条正稳步构建，形成强力引擎，推动我省向着全面振兴的光

明未来奋勇前行。

一条生产线背后的多元融合创新一条生产线背后的多元融合创新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2024年，中国一汽自主品

牌整车销售81.9万辆，同比增长14.7%。旗下红旗、

解放、奔腾等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为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红旗驭变突破。2024年，红旗基于天工纯电平

台和九章智能平台打造的新能源产品亮相，进一步

深化新能源汽车市场布局；红旗节能车品牌车型迎

来焕新，主力热销车型推出插混版；红旗金葵花国宾

车队正式发布，独立渠道布局大幅拓展。通过战略

转型、技术创新、用户体验提升、品牌形象塑造、创新

营销等多方面的努力，红旗品牌销量呈现跃迁式增

长，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全年销量突破41万辆，同

比增长17.4%，连续7年正增长。

“解放”稳健前行。2024年，解放品牌持续打造

核心竞争力，突破百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第900万辆

解放卡车下线、6DV超级工厂投产、国内首款重型商

用车缸内直喷氢气发动机发布、众多新车型上市，引

领中国商用车行业发展。解放品牌全年销售整车突

破25万辆，同比提升5.1%，其中中重卡终端份额

26.6%，居国内第一位，品牌价值连续13年行业第一。

“奔腾”加速向新。2024年，奔腾品牌全力转

型，新能源微电车型连续月销过万，以“品牌向新、体

验向新、产品向新”的三大“向新力”，向外界传递出

在新能源时代一汽奔腾亲和松弛的全新品牌形象。

2024年，奔腾品牌整体销量达15.1万辆，同比增长

25%，创十年来最高水平。

中国一汽自主品牌攀高逐新中国一汽自主品牌攀高逐新

正月初八，记者来到位于延边州和龙市境

内的G331新改建二级公路第五标段龙岩隧道。

隧道外，寒风刺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万籁俱寂。隧道内，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的场

景，机器轰鸣。

为了保证今年10月完成通车任务，春节

期间，整个项目组全员在岗。胡洋是项目组

里的一名管理人员。他向记者介绍：“这个项

目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必须把工期往前抢一

抢。”

22岁的胡洋去年入职中交一公局集团，

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就没能回家过年。他

说：“我来自江苏的一个小县城，家里人也盼

着我回家过年，但是工友们都留下干活，我也

不能退缩。”

春节期间，该项目有超过150名建设者主

动留岗，涵盖管理、技术、施工、后勤等多个岗位，

组成一支“春节不停工”的全链条攻坚团队。

这几天，隧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为了确

保能按时完工，工人们开始“三班倒”。

虽过立春，但北方的寒冷超乎胡洋的想象：

“在隧道施工外场，这风啊像刀子，刮在脸上生

疼。就算是厚厚的棉服，这‘刀子’也扎得透。”

不过，在隧道内，为了保证冬季施工顺

利，项目部采取了多种保暖措施。“我们在隧

道进出口搭设了钢结构保温大棚，每个暖棚

内配备4组暖风炮进行加热，确保暖棚内部

温度均匀，保证冬季也能顺利施工。”胡洋说。

掀开棉帘就进入胡洋所说的“大棚”，里

面的温度计显示：零上13℃。“这个温度完全

符合冬季施工条件。”胡洋说。

隧道深处机械轰鸣、焊光如昼，装载机、

挖掘机、喷浆机等各种工程机械有条不紊运

转。在隧道掌子面，大型三臂凿岩台车在技

术人员的操作下，挥舞着坚实的手臂，奋力

“撕咬”着坚硬的岩石。在其后方数十米处，

工人们在自动挂布台车上紧张忙碌着。

“这是我们的‘团圆桌’。”胡洋指着角落

里堆积的木头说，“除夕那天我们就是用这些

木料，在隧道里拼了一张大桌，大家在隧道里

吃的年夜饭。红烧肉、酱鲫鱼、四喜丸子、小

鸡炖蘑菇，啥菜都有，还有热气腾腾的饺子。”

项目负责人李刚和党支部副书记王忠胜

跟大家一起以水代酒，相互祝福，许下了共同

的心愿：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项目能

够顺利完工。

“虽在异乡不是客，五湖四海共团圆”的

氛围温暖了项目部游子们的心，但是却无法

抚慰他们对亲人的思念。“太想家人了。给爸

妈视频拜年的时候，差点哭出来。不过，父母

支持我的决定，也让我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中来。”胡洋说。

在钻山凿洞中“守隧”
——G331新改建公路建设者春节奋斗记

本报记者 邹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