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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相文雅）近年来，珲春市以

科技创新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激活科技创新主引擎，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硬核支撑。

珲春华瑞参业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人参种植、研发、生产、

销售及人参应用文化宣传于一体的现代化综

合性实体企业。多年来，该公司将科技创新

视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积极与知名高

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产品采用先

进的真空冷冻干燥微粉、人参皂苷提取、人参

小分子肽酶解等技术，对人参进行精深加工，

成功打造出食品、饮品、保健品、化妆品四大

系列100余款人参产品。

“公司共有27条食品生产线，1条化妆品

生产线，1条工业产品生产线。目前，正与长

春中医药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等院校积

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并研发新品。”珲春华瑞参

业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雯雯

说。

珲春市不断增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

度，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高

校院所协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为经济发展添加科技动力，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推进创建“科创中

国”试点城市（园区），成立“科创中国”珲春

经济发展产业联盟及相关企业联合体，10个

区域科技服务团成员单位分别与6家首批服

务重点企业签订科技服务协议，举办线上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研讨对接会、促进

海洋经济合作工作推进会等主题活动，截至

目前，已举办7次研讨交流会议、创新方法培

训等，举办“跨境电商向北开放 数字经济引

领珲春未来”等高端科技论坛3次。推动吉

林大学等6家单位与珲春企事业单位签订合

作协议。

在乡村振兴领域，珲春市充分发挥科协

组织作用，以“科技之冬”“科技助力乡村振

兴”“科普边疆行”等活动为载体，年均组织专

家开展科技服务30余次，解决农户技术难题

100余项，发放惠农资料2万余份。通过建设

中国农技协吉林珲春孟岭苹果科技小院（吉

林农业大学唐雪冬教授团队共建）、羽衣甘蓝

科技小院（吉林大学韩俊友教授团队共建）、

黑蜂科技小院（延边大学李范洙教授团队共

建）3个特色平台，实施零距离、零门槛、零时

差、零费用科技培训，有效地促进了科研成果

转化落地，加速推动传统农耕与现代科技深

度融合。

珲春市：

科创引擎驱动产业跃升

边陲沃土崛起创新“小巨人”
——延边州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纪略

本报记者 张琰

当下的延边大地，生产线上跃动着春的

脉搏。在草仙药业现代化车间，五维赖氨酸

生产线全速运转，杀菌、灌装、密封等工序一

环扣一环；鼎辉电子生产车间内，细若游丝

的铜线在绕线机上织就精密“芯”网——这

生动的场景，折射出边疆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的强劲脉动。

作为全州经济“压舱石”，延边民营主体

已突破18.6万户，94.4%的市场占比背后，是

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生态的坚实支撑：建立工

业服务平台闭环响应机制，开展“千人助千

企”专项行动，今年已解决企业诉求 327项，

兑现政策资金2.1亿元。从传统医药食品到

新兴电子制造，创新驱动的“小巨人”正撑起

边疆产业新脊梁。

草仙药业有限公司是延边州具有代表性

的医药企业之一，有着20多年的技术创新和

产品研发经验，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具备中

药、化学药品，包括胶囊剂、颗粒剂、片剂等

多个剂型生产线的医药企业，2024 年，通过

扩建升级，完成龙井边合区新建厂区的搬迁。

在现代化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该公司主

要产品五维赖氨酸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草

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副总经理文学介

绍：“搬到新厂区后，我们的产能比老厂基本

上翻了三倍，生产工艺都得到了优化，工人的

工作环境也得到了提升，今年，公司计划生产

产值在9100万元左右。”

在吉林鼎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一台台注塑机在不同模具的作用下，生产

出主夹板、线架、齿轮等零件；绕线机高速运

转，将细若青丝的铜线缠绕至线架之上……

一个个石英手表机芯完成组装，“走”下生产

线。

吉林鼎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珲春市招

商引资企业之一，成立于2020年，专注于石英

手表机芯的设计、研发和生产，先后获得吉林

省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等荣誉。公司董事长庄立国告诉记者：“2024

年，共生产成品机芯1.2亿个，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11.5%。自公司成立以来，珲春市有关部

门以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为抓手，主动上

门、靠前服务、精准服务，使企业在优质、便

捷、高效的营商环境中得以快速发展。”

当前，延边州民营企业业务范围不仅广

泛覆盖医药、食品等主导产业，在木制品加

工、能源矿产、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及电子产

品制造、软件与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领域，民

营企业更是成为产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近年来，延边州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依托

国家级医药行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敦

化市已初步形成化学药产业集聚区、中药配

方颗粒生产基地。珲春紫金铜业积极延伸

下游产业链，加快推进硫酸亚铁和冶炼渣技

改项目建设，同时引进大连顺发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实施无氧铜杆和线缆等精深加工项

目。和龙双昊研发的节能气液分离器成功

跻身“2023 中国汽车供应链优秀创新成果”

榜。积极引导金刚山、阿拉里、洪峰等食品

企业对接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打造民族

特色食品品牌。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扶持政策是企业创业

兴业的“空气”和“土壤”。延边州有关部门积

极畅通与民营企业沟通交流渠道，积极搭建

延边工业综合服务平台，设置“诉求服务”板

块，组建服务团队，实行“诉求闭环管理”，与

“千人助千企”专项行动和领导联系民营企业

工作密切配合，及时回应和解决企业合理诉

求。

2024 年，延边州新增民营经济经营主体

28916 户，民营经济经营主体总量达 186140

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数的94.4%；民营经济上

缴税金57.21亿元，同比增长3.1％，占全州上

缴税金的36.6%。民营企业户数达到856户，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68.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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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雨）近年来，

延吉市综治中心通过“一体化运

行、一站式办理”的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实现了信

访事项集中受理、矛盾纠纷联合

调处、诉前调解无缝衔接，形成

了具有新时代延吉特色的社会

治理新模式。2024年，延吉市综

治中心指导全市调解组织受理

调解案件 2643 件，调解成功

2599件，调解成功率98.34%。

近日，记者走进延吉市综治

中心看到，各部门工作人员相互

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在

来访接待大厅，前来办事的群众

络绎不绝。窗口工作人员耐心

地接待着每一位群众，认真倾听

他们的诉求，为他们妥善解决各

类矛盾纠纷。

延吉市综治中心是延吉市

打造的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社会

稳定，创建平安延吉的实体化平

台。该中心全面整合具有群众

诉求化解和公共服务管理职能

的部门，其中法院、检察院、公

安、司法、信访等为常驻部门，人

社、卫健、民政等为轮驻部门，其

他行业部门和州级相关单位以

随叫随驻的方式入驻中心。中

心内设置群众来访接待大厅、社

会治安形势指挥研判中心、法律

工作者之家、延边州综治中心多

功能室等，推行诉调、警调、检

调、专调、访调“五调联动”工作

体系，实现“一中心受理、一揽子

解决、一站式服务”。

为切实将延吉市综治中心

打造成为反映民意的“直达车”、

提供综合服务的“便民台”、调处矛盾纠纷的“终点站”。延

吉市制发《延吉市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手册》，建立平

安考评机制、诉求办理首问负责制等工作制度，不断优化

服务办事流程，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

按照熟悉法律法规、业务专业精通、善做群众工作、

群众威望较高“四个标准”，延吉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家库

吸纳全市60多名经验丰富的政法系统退休干部、延吉市

法学会会员、律师等专业骨干调解员，常态化开展矛盾纠

纷“会诊”。通过中心设立的远程接待室，为偏远村（居）

民提供矛盾纠纷调处、法律咨询线上服务。

群众诉求随手报、辖区网格立即办、处理进度随时

看、满不满意随时评……延吉市打造“数字延吉网格化治

理平台”，鼓励群众对路面上能够发现的问题进行随手

拍。截至目前，平台收集汇总群众诉求16.78万余条，办

结率达到98%以上。

延吉市创新制定“纠纷类警情衔接化解”“公安+法

院+司法局+信访联动”“源头预防、排查发现、分片包干、

条块联动、归口调解”等工作机制，打通社会治理存在的

堵点、漏点。定期召开社会治安形势分析研判会议。通

过全面落实每月一排查、一研判、一纳入、一例会、一交

办、一销号、一通报“七个一”清单管理办法，将相关部门

资源有效整合。

此外，延吉市还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延伸矛盾

纠纷排查和重点人群常态化排查触角，加强管控，及时发

现可能引发命案的苗头隐患。落实网格员巡查、排查，村

（社区）收集、调处，镇（街道）研判、联调，市资源整合、预

警预防等“四级”责任，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

机制。

延边州：项目建设奏响春日奋进曲
本报记者 张伟国 代黎黎

长白山巍峨，见证发展豪情；图们江奔腾，

奏响奋进乐章。在东北全面振兴的时代坐标

下，延边州以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为号角，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

今年，延边州聚焦重点领域，谋划292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达895.5亿元，宛如在东北

边疆精心绘制着波澜壮阔的发展蓝图。项目

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更是增强

发展后劲的核心支撑。为推动项目建设跑出

“加速度”，延边州各级各部门真抓实干，全身

心投入到项目招引、落地与建设的全过程。

坚持能早则早、能快则快，锚定时间节点，优

化施工工序，配强施工力量，昼夜奋战赶进

度，压茬推进抢工期，力促项目尽早建成、发

挥效益。各级领导干部常态化深入项目建设

一线，主动对接企业各类需求，及时掌握项目

推进中的卡点堵点，以创新思维、有力措施破

解难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早日竣工。系统

梳理本县域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健全完善招

商图谱，盯紧盯住目标企业，加强与企业的沟

通联络、对接回访，加快引进一批优质企业、

落地一批重大项目，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

大，为县域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月30日，记者走进珲春市亿鸿石化年

产100万吨清洁能源（LPG）深加工项目施工

现场，多台挖掘机正在有序作业。

“目前，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已圆满完成，

正全力开展场地平整。后续将加快土方作

业，迅速组织工人进场施工，确保项目天天有

新变化、周周有新进展、月月有新形象。”珲春

亿鸿石化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守峰告诉记

者，该项目计划总投资43.2亿元，用地面积

5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工艺装置区、罐区、辅

助生产及公用工程区、汽车装卸车区、生产管

理区等，主要产品包括丙烷、丁烷、丙烯、丁烯

等化工基础材料。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

销售收入百亿元，纳税7亿元。

珲春亿鸿石化项目的推进，恰似一颗

“火种”，点燃了延边州产业变革的燎原之

火。与此同时，在龙井市，占地22万平方米的

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园破土动工。该项目总

投资高达40亿元，规划建设智能生产区、研发

中心以及配套服务区三大板块。项目达产后，

预计每年能为当地贡献3.5亿元的税收，无疑

将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不仅如此，延吉和敦化的一批项目开复

工建设同样开展得热火朝天。总投资 6.2

亿元的延吉市收购存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贝因美年产 2500 吨婴幼儿配方

奶粉项目，以及敖东中草药智能仓储等项

目，正逐步勾勒出延边州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图景。

从具体数据来看，延吉市计划实施5000

万元以上项目103个，总投资290亿元，全年

投资预计增长 6.5%以上；敦化市计划推进

111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总投资391.84亿

元，其中产业类项目75个，基础设施类项目

36 个；龙井市春季集中开工项目 30 个，总

投资 96.4 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0.7亿

元；和龙市计划实施 5000万元以上项目 55

个，总投资 248.3 亿元，预计全年投资增长

10%以上……

一时间，涵盖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多个领

域的重大项目建设的激昂鼓点，从边境口岸

到长白林海，在延边大地全面敲响。

宏图在展，盛景可瞻。当下，这片饱含希

望的土地，正以项目建设为激昂笔触，于新时

代发展的浩瀚长卷中，奋力书写着“边陲明

珠”愈发熠熠生辉的壮丽篇章，向着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宏伟目标，豪情满怀、步履铿锵

地奋勇前行。

日 前 ，敦
化市举办文化
旅 游 交 流 活
动 ，来自敦化
市和俄罗斯雅
库 茨 克 市 的
300 余 名 青 少
年表演了40余
个精彩节目 ，
他们在文化交
流 中 增 进 情
感 ，用艺术传
递友谊。

敦化市委

宣传部 供图

珲春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公共服务中心项目鸟瞰图。 张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