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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进行时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蛰伏一冬的“钢筋铁骨”在高速建

设工地上苏醒。3月初，记者深入建设一线，来到我省在建

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看到一片繁忙景象。白山至临江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白临项目”）遁地掘进，全线7

座隧道全部复工；松江河至长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松长项目”）高速推进，1247人奋战在建设一线；长春都

市圈西环项目大步前进，36个工点实现复工，随着气温回

升，轰轰隆隆的机械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吉林大地回

荡，白山松水间响彻吉林交通复工复产的脉动强音。

掘 进

凿山破石蓄力前行

白临项目起自白山市浑江区，终至临江市。主线全长

44.293公里，连接线全长3.484公里，项目主线桥隧占比高

达48.632%，在全省范围内桥隧占比最高。记者走进白临

项目01工区河口隧道施工现场，穿过两层厚厚的保暖软

帘，直行片刻，在昏暗隧道的尽头，拱顶的探照灯分外密集，

工人们站在椭圆形的脚手架上，抵住凿岩机，在轰鸣声中掘

进，安全帽檐下滚落的汗珠在防尘口罩上洇出深色痕迹。

“河口隧道施工单幅长度1.7公里的现场，自复工以

来，就进入了攻坚阶段，投入施工作业人员119人，配备机

械设备87套。河口隧道为双洞单向掘进，通过智慧工地管

理系统，实时监控36个安全风险点，确保施工安全质量可

控。”白临项目01工区生产经理杨光介绍。

记者来到03工区老岭隧道出口，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

景象，大型挖掘设备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走进隧道内，作业

台车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掘进，刀盘在岩壁上留下一道道深

深的痕迹，碎石和泥沙被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隧道的两

侧，工人们忙碌地进行着支护作业。他们戴着安全帽，穿着

反光背心，手持电焊枪，火花四溅。一根根钢筋被焊接在一

起，形成坚固的支架，牢牢地支撑着隧道的顶部和侧壁。吉

高路建白临项目03工区生产经理李振雨说：“目前，老岭隧

道进出口的左右洞共4个作业面已全面启动，投入施工作

业人员共计226人、施工机械192台套。”

白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早在2月10日就已吹响复工

复产冲锋号，全线7座隧道18个工作面全部复工。“目前，

已到位199名管理人员、837名施工人员，1043台机械设

备完成检修调试并投入使用。其中桥梁桩基、隧道掘进、

碎石土加工等工序已率先进入正常生产节奏。”吉高建投

公司白临项目指挥长王威说。白临项目在2025年计划完

成投资17.2亿元，力争路基工程累计完成73%、桥涵工程

累计完成69%、隧道工程累计完成64%，并实现路面、房建、

绿化等工程全面启动，项目建成后，将结束临江市不通高

速的历史。

运 转

高效配合有序推进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我省交通建设的版图上，松江

河至长白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迎来了关键的复工节点，再

次奏响了交通强国建设的激昂乐章。松长项目路线起点位

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通过池西枢纽立交与抚长高速衔

接；路线终点坐落于长白县马鹿沟镇沿江村，设长白连接线

与环城路相连。项目主线全长114.543公里，其中主线桥

梁多达48座，隧道12座。

记者来到松长高速项目04工区的2号拌合站，一眼望

去数个混凝土搅拌罐赫然矗立在站内，一辆辆混凝土搅拌

车有序出入。“精确计量 科学管理”几个大字在阳光下格外

醒目。工人们以精准为标尺，严格把控每一份原材料的配

比，让沙石、水泥、粉煤灰等在机械的运转中，交融成建设高

速坦途的坚实力量。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运用电脑全自动

恒应力试验机对混凝土质量进行检测，展示了恒温恒湿室

内的混凝土样本，以高标准的要求、科学化的方法为松长高

速施工奠定良好基础。他们用一丝不苟的态度践行着对工

程质量的承诺，为人们铺就通向远方的希望之路。

记者了解到，这个拌合站在去年就已经建成投入使用，

它肩负着为项目两个隧道、一个特大桥、一个大桥供应混凝

土的重任。该拌合站设计产能每日2000方，供应总量达40

万方。04工区项目经理于少柏介绍：“目前，该工区已进场

440余人，机械设备230余台套，隧道工程已全部开工，桥梁

桩基工程也已正式开始施工。”

从04工区驱车40分钟，来到松长项目06工区元宝山

隧道，建设现场火热。06工区执行项目经理李博瀚介绍

道：“项目复工以来，项目部迅速组织人员返岗，积极调配机

械设备，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大家各司其职，有序开展各项

工作。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联合作业，各项施工任务

正按计划有序开展。”截至目前，松长项目已进场管理人员

551人，进场施工人员1271人，进场设备1190台/套。各工

区作业点能开尽开，路基挖石方、桥梁桩基、隧道开挖、二衬

及仰拱等共计19个作业点相继复工作业生产，吉高建投公

司松长项目指挥部高级工程师李海威说：“预计今年年底，

我们路基工程累计完成75%，桥涵工程累计完成65%，隧道

工程累计完成65%。”

松长项目建成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从行

车角度来看，从池西互通到长白县走国道用时需要2小时15

分左右，松长高速的建成可以将通车时间缩短至1小时左

右，极大地节省行车时间，并提高行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冲 刺

抢抓工期全力以赴

在伊通境内的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01工区钢筋加工

厂施工现场，电焊枪迸溅蓝色“星雨”，钢筋切割器喷吐橙

红色“火舌”，安全员蹲下身子拿出量尺仔细核对钢筋参

数。一旁的沥青拌合站，钢结构的厂房框架已初显规

模。挖掘机和运输车等机械设备有序作业，工人们头戴

安全帽、身着醒目的工作服，在场地间忙碌穿梭。

整个工区的施工现场正在有序开展路基挖石方、填

石方、碎石土加工以及桥梁钢筋加工等工作。吉高路建

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01工区项目经理田海波说：“按照指

挥部统一部署，01工区早在2月13日全体人员及劳务队

伍进场，目前路基复工点13处，碎石土加工点2处，钢筋

加工点3处，桥梁施工点3处。下一步，落实混凝土拌合

站、沥青拌合站、水稳拌合站的检修安装等工作，为全面

复工复产提供有力保障。”

记者来到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02工区施工现场，这

里正在进行路基土石方运输施工，挖掘机的长臂不停起

落，似有力的臂膀，精准地挖掘着黄褐色的泥土，每一次

作业都扬起一阵烟尘，彰显着施工的力度。吉高路建长

春都市圈西环项目02工区项目经理齐生福介绍：“我们

段内运输车辆大约有240辆，配合挖装大型机械15台左

右，人停设备不停的24小时作业模式，日运输量近1万

立方米。”

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在各个岗位上忙碌奔走，他们

或指挥机械，或检查作业情况，黝黑的脸庞上满是专注与

坚毅，眼神中透露出对工程顺利推进的坚定信念。卡车

一辆接着一辆在施工现场穿梭往返，司机们全神贯注，熟

练地操控车辆，及时将挖掘出的土方转运至04工区。吉

高建投公司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副指挥长赵义介绍：“预

计到今年年底，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路基工程累计完成

9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90%，路面工程累计完成50%。”长

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正以“起步即冲刺”的紧迫感，抢抓工

期、严控质量，确保2025年年度计划顺利完成。

春潮奔涌处，吉林交通人正以冲锋姿态、昂扬斗

志，将高速公路复工复产干得更实，将交通重大项目建

设推得更快，奋力为全省经济一季度实现“开门红”和

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当好

开路先锋。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春鼓频敲催征程 分秒必争抢工期
——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现场走笔

本报记者 邹鹏亮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记者从长春市医保局获悉，自今年3

月1日起，长春市实现生育津贴直接拨付至女职工个人，预计年

受益参保女职工约1.8万人、直接拨付生育津贴4.86亿元。

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职工个人，长春市医保部门全

力优化生育津贴办理流程，简化了相关申请材料，保障了生育津

贴领取及时顺畅，全流程办理时限压缩至10个工作日以内。长

春市某企业医保经办人员王先生说：“过去领取生育津贴，需先

把钱打到单位账户，然后我们再打款给参保人，时间长、效率低、

流程繁琐。现在，生育津贴可直接打到参保人个人银行账户，我

们不用做中间人了，既缓解了我们的工作压力，又提高了女职工

的幸福感。”

近年来，长春市医保部门不断践行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持续推

进“生育一件事”集成化办理，实现生育医疗费报销、新生儿参保登

记联办，极大方便了参保职工和企业，进一步优化了市场营商环

境。接下来，长春市医保部门将推进生育待遇“免申即享”服务，持

续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使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大幅提

升。

长春：生育津贴直接拨付个人账户

3月的查干湖畔，春风正唤醒沉睡的黑土地。作为国家粮食

安全“压舱石”的前郭灌区，这里的水稻产业正经历着从传统农耕

到智慧农业的蜕变。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的自然馈赠，加上现代

化科技赋能，让查干湖大米以“白玉镶金”的独特品质远销全国。

在松原市前郭县黎明村，江湾米业的智能化加工车间正开足

马力。全自动数字化生产线将12道工序浓缩在电脑程序里，年加

工能力达5万吨的智能设备群，让每一粒稻谷都经历去石、色选、

抛光等精密处理。企业负责人尹彬介绍，通过科学烘干技术，粮食

损耗率降低30%，营养保留度提升25%，这种“从田间到舌尖”的品

质管控，使查干湖大米连续七年获有机认证。

沿着生态旅游公路望去，光伏板与稻田交织成景。作为全国

首个“农业+绿电”示范区，当地构建起覆盖电动农机的充电网络，

稻壳生物质发电项目年处理量突破2万吨。在电气化育苗大棚

里，LED植物补光系统将出苗周期缩短10天，配合智能温控设备，

使单棚年节电8000度。大棚负责人徐连秋算起经济账：“新技术

让每亩增收200元，绿色生产模式还带来了生态溢价。”

这种全产业链的智慧升级，离不开电力基础设施的强力支

撑。国网松原供电公司通过农网改造将供电半径缩短40%，为

3000亩稻田铺设专属线路，建立24小时响应机制。数据显示，

2024年当地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98%，加工企业用电可靠性提升

至99.99%，1500户农户通过订单农业实现户均增收1000元。

从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查干湖大米的蜕变之路印证着现代

农业的发展逻辑：在保护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基础上，通

过科技赋能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当电动农机驶过金

色稻田，当智能车间吞吐万吨粮食，这片黑土地正书写着新时代的

丰收答卷。

智慧赋能下的“品牌蝶变”
刘悦 本报记者 杨悦

“从‘引凤归巢’到‘吉人回乡’，我

亲身感受到我省不断更新升级的人才

政策给青年人在家乡创业就业的支持

力度，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吉林

省时代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诗尧感慨道。

刘诗尧，2009年大学毕业后，怀揣

着梦想与憧憬，先后奔赴长春、北京、

杭州等地闯荡。在外打拼的日子里，

他努力奋进，不断成长，可浓浓的思乡

之情却如影随形。“每到夜深人静，家

乡的一草一木、亲朋好友的音容笑貌

总会浮现在他的脑海。”刘诗尧说。

2016年，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

我省人社部门推出的“引凤归巢”行

动，像一束光照进了刘诗尧的世界。

得知大学毕业回家乡创业开公司能享

受诸多政策性补贴，他心里满是温暖

与感动。这一政策如同强大的引力，

让漂泊多年的他毅然决定回到家乡，

开启创业之旅。

回到四平后，刘诗尧的首个目标

是建立一个综合性全民健身中心。然

而，从想法构思到落地实施，诸多知识

盲点让他举步维艰。就在他陷入迷茫

之时，相关部门及时伸出援手。办理

审批事项繁琐复杂，政府部门全力支

持，迅速帮他办理了相关审批。项目

从筹建到落地，时间整整节省了

50%。这次成功的创业初体验，不仅让

他收获了事业的初步成功，更点燃了

他心中新的梦想火花。

刘诗尧意识到，很多创业者在追

梦路上需要帮助，而他可以成为创业

者需求与政府服务之间的桥梁，助力

更多人实现创业梦想。在他看来，优

质项目应该吸引更多人参与。于是，

他打算利用孵化器对接好项目，重点面向从外地回四平的青年人

和应届大学生。

2017年5月，承载着他满满期望的孵化基地投入运营。在后

续发展中，政府部门始终相伴扶持。创业型公司常常面临缺人的

难题，刘诗尧想到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在当地教育部门的积极

联动沟通下，项目顺利迈出第一步。2018年，他与高校合作创立

产业学院，共建电子商务、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等专业。为大学生

提供创业就业项目，搭建20间直播间作为实训基地。如今，招收

和毕业的学生达2000余人，这些学生在本地和周边城市实现充分

就业，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从游子到创业引路人，他在家乡走出精彩之路，回家创业的

8年时光里，刘诗尧将通过孵化器留住更多年轻人才，为吉林发

展贡献力量视为己任。目前，他的孵化基地在孵企业近百户，成

功孵化初创企业超30家。刘诗尧的故事，是一个游子回归家乡、

逐梦创业的故事，更是

吉林人才政策助力青

年成长、推动地方发展

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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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正在进行挖土方作业。

工人们在钢筋加工厂里忙碌工作。

白临高速项目的隧道施工有序进行中。

松长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推土机和货车正在联合作业。

一辆辆混凝土搅拌车在工区有序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