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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政策红利

专精特新百企行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7号
线一期工程二工区项目建设正
全力向前推进。该项目由中国
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承建，包
括 4 站 6 区间 1 联络线。截至
目前，二工区的主体结构基本
完成，已进入机电安装及装饰
装修作业环节。图为工人在汽
车公园站进行装修作业。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本报讯（记者黄鹭）4月3日，省委书记黄

强到通化调研。他强调，通化松花石资源丰

富、加工工艺成熟，要充分发挥优势，结合文

旅产业发展，不断提升松花砚文化影响力。

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做强做

优，让吉林高质量发展动力澎湃、活力十足。

鑫鸿新材料公司正在深度开发通化地区

松花石资源，各种形制、各类造型的松花砚产

品陈列在企业大厅。黄强认真观看产品展

示，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研

发、生产、经营等情况。黄强强调，好山育好

林、好林养好水、好水孕好石，吉林松花石资

源得天独厚、质地上乘。用松花石雕刻的松

花砚是清朝“御砚”、长白山“新三宝”之一，拥

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要把珍贵的松花石

资源保护好，实现绿色开发、有序利用。要在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中设置清朝“御砚”展

台，大力宣传推广松花砚文化。要坚持市场

导向，研制生产更多小巧实用的精品，让松花

砚成为游客喜爱的“伴手礼”。

调研中，黄强强调，当前，我省民营经济

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与全国相比还有

明显差距。各地要正视不足、奋起直追，扎实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更好发挥民营经济在稳

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

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加大创新研发投

入，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增强发展内

生动力。通化民营经济发展基础好、潜力大，

要在发展实体经济上聚焦用力，支持民营企

业布局产业链，更好巩固优势、补齐短板，推

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李伟参加调研。

黄强到通化调研时强调

提 升 松 花 砚 文 化 影 响 力
支 持 民 营 企 业 做 强 做 优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化工行业

是众多产业链条的“最上游”。春季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以来，我省众多化

工项目“迎春破土”，展开了一幅蓬勃

发展的化工产业画卷，加速点燃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

在吉林市，吉林石化年产120万

吨乙烯装置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

工人们正进行管道试压、压缩机机组

油运、单机试车等工作。作为吉林石

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

置，该装置总投资37.29亿元，占地

11.86万平方米，采用中国石化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CBL裂解

技术和LECT分离技术，投产后每年

可生产聚合级乙烯120万吨、聚合级

丙烯58.7万吨。

“项目预计将于今年4月30日全

面中交，并于年内投产。”吉林石化东

区项目经理部施工经理卢思屹介

绍。项目达产后，吉林石化乙烯总产

能将达到190万吨/年，乙烯产能和

化工规模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减油

增化”成效显著，形成具有吉化特色

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布局及产品结构。

同样在吉林市，美思德（吉林）新

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崭新的化工装置

拔地而起。美思德有机胺系列产品

项目二期年产8000吨二甘醇胺联产

吗啉装置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6

月建成，并成为国内产能最大的二甘

醇胺联产吗啉装置，为下游产业链延

伸提供关键支撑。

传统化工领域以重大项目为支

撑，全力迈向转型升级；新兴的“绿色

化工”遍地开花，在“双碳”战略背景

下，催生新质生产力涌流。

不久前，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一

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

园，迎来了重要里程碑。该项目四套

电解制氢装置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标志着该绿色化工示范基地的建设

取得显著进展。

该项目是我省首批“氢动吉

林”大型氢基化工示范项目的关键

新能源配套工程，总投资达296亿

元，预计年产绿氢11万吨、绿氨/醇

60万吨。 （下转第四版）

全省重大化工项目“迎春破土”

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美誉的

北国江城吉林市，经过近年来的进一

步发掘和建设，“博物馆之城”已在文

旅业中绽放异彩，“文博游”成为当地

响当当的旅游新品牌。

近些年，吉林市不断挖掘历史文

化资源，将博物馆作为城市发展的一

个重要突破口，建设独具特色的“博

物馆之城”。尤其是2024年以来，吉

林市不断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吉

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吉

林市文庙博物馆和吉林水师营博物

馆等老牌文博场馆陆续改造升级，力

求展陈内容更加丰富；修缮、新建吉

林机器局旧址、吉林建制博物馆、京

剧出科博物馆和官参局博物馆等，让

魅力江城更具文化感染力、更富旅游

吸引力。

日前，山东游客王纯光参观吉林

市博物馆后惊喜地说：“吉林市有世界

最大的石陨石，我向往已久。这次来

了以后感到非常震撼，这是一座特别

有历史氛围的城市，底蕴很深厚。”

去年“十一”期间开馆的吉林市

京剧出科博物馆，拥有典型的徽派建

筑风格，与徽班戏剧文化相契合，每

到周末和假期都人流如织。利用双

休日来参观的市民姚大超，望着眼前

梅兰芳亲笔题写的匾额说：“这里建

筑古色古香，传统文化氛围浓厚，馆

藏的京剧服饰很丰富，解说也把历史

演进讲述得很清晰。博物馆把实物

摆在人们眼前更加活灵活现。我很

喜欢这里。”

浙江游客林莎说，她之前并不知

道吉林市和京剧有着深厚的渊源，看

到这里馆藏的京剧服饰、器物，也了解

到京剧出科仪式，让她感受到国粹艺

术的博大精深。

在吉林官参局博物馆，来自蛟河

的李强听说吉林市新建了很多博物

馆，就趁来看雾凇的时机，把吉林市的

建制博物馆和吉海铁路总站博物馆等

场馆“一次逛个够”。当官参局的历史

被一层层剥开，李强不由感慨：“我真

不了解作为‘东北三宝’之一的人参还有这样古老的历史文

化。通过参观这座博物馆，让我对人参的历史文化和东北曾

经的富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吉林市船营区二十五小学西校学生徐泽楷参观博物馆时

说，在吉林市这些博物馆里，他最喜欢吉海铁路总站博物馆。

“那建筑像一头狮子。”他的妈妈张女士表示，以前放假带孩子

去别的城市，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博物

馆，感觉收获满满。

目前，吉林市有各级各类博物馆40家，其中一级博物馆1

家、二级博物馆1家、三级博物馆5家。全市备案博物馆现有

馆藏文物39728件（套），包括国家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

33件、三级文物1284件。吉林陨石雨陈列、吉林市历史陈列、

吉林市满族陈列、孔子圣迹展、吉林明清船厂历史陈列等展览

全面呈现这座沿江之城厚重的历史、悠长的文脉和特色的民

族民俗文化。

吉林市博物馆馆长牛成说：“近来，我们精心创设了专题

展览，通过‘一表一图一个展’汇全貌、聚人气，展览期间，有近

10万人到馆观看。”

近年来，吉林市确立了“一条江、一座城、一方文化、一部

城市发展史”的文旅事业发展总目标，依托博物馆建设彰显城

市魅力，打造多元化的城市“会客厅”，通过为群众提供生动的

参观体验，让博物馆文化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不断提升大美

吉林的辨识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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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聂芳芳）为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和高效管理需要，省

住建厅针对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环节长期存在

的难点、堵点，对联合验收模式展开改革。通

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企业卸下重担，全力激

发市场活力。

改革包含“按需验”“限时验”“单独验”等新

举措。告别过去统一标准、缺乏灵活性的验收

方式，建设单位能够依据项目自身独特的建设

状况和实际需求，自行挑选验收申报事项并进

行合理组合，定制专属的验收流程。这样一来，

不仅能够有效避免不必要的验收环节，还能显

著缩短验收所需时间，降低项目整体成本，为项

目尽快投入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除了“按需验”这一创新举措，新的验收

模式在时间管理上也有重大突破，推出了“限

时验”机制。在时间管理上，新的验收模式为

整个验收流程设定了清晰明确的时间界限。

通过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有力督促各相关

单位主动优化内部工作流程，不断提升工作

效率，确保验收工作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

点顺利完成。企业可以凭借明确的验收时间

预期，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后续生产经营计

划，实现对项目进度的精细把控，有效降低项

目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让企业的发展规划更

具稳定性与可操作性。

此外，针对一些特殊项目或单项工程，省

住建厅也开辟了全新的验收路径。以往，部

分项目由于整体尚未完全竣工，但其中部分

工程已经具备使用功能却无法进行验收，造

成资源闲置浪费。如今，当特定项目或单项

工程满足既定条件时，便可独立开展验收工

作。这一创新举措使得这些具备使用条件的

部分项目能够提前投入使用，快速产生经济

效益，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让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系列创新

举措将为项目开辟出一条早竣工、早投产、早

达效的快速发展通道。下一步，省住建厅还

将联合相关部门深入开展调研工作，制定更

为完善、细致的配套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为建设工程领域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发

展动力。

省住建厅：

改革联合验收模式 为建设工程提速增效

在竞争激烈、技术迭代迅猛的家禽屠宰

和深加工行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吉林艾斯克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是如何保持

活力与创新，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近日，记

者深入企业，一探究竟。

刚踏入艾斯克的厂区，就能感受到扑面

而来的火热氛围。宽阔的生产线上，现代化

机械设备有序运转。

作为国内智能化家禽屠宰和深加工成套

装备领域的“领军者”，多年来，艾斯克始终致

力于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成套装备的研

发、制造与销售，在行业内成绩斐然。目前，

国内600多家规模以上家禽加工企业，大多

是艾斯克的长期合作伙伴。

出色的市场占有率，离不开艾斯克始终

朝着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的坚定决心，以及全

力推动我国智能化家禽屠宰及深加工成套装

备升级的努力。

2012年 5月，国内首条L-10000型大型

肉鸡自动掏膛生产线成套设备在艾斯克诞

生，并成功推向市场。这一创新成果，迅速在

行业内引起轰动，吸引了国内外同行关注的

目光。

如今，该设备已在国内几十家大中型家

禽屠宰企业“大展身手”，彻底打破了发达国

家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垄断。

“这套生产线的成功研发，是我们多年努

力的结晶，解决了多年来阻碍我国行业发展

的难题。”董事长宋岩冰自豪地说。

自企业成立以来，艾斯克始终将科技创

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成功掌握了自动掏

膛系统、自动分拣系统、影像识别系统等一系

列核心技术。同时，艾斯克紧贴市场需求，围

绕家禽屠宰及深加工设备不断钻研，自主开

发出百余款系列产品。为了提升创新能力，

他们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共同创建

了吉林省家禽加工装备科技创新中心。

持续提升的科技创新与工艺创新能力，

如同强劲引擎，为艾斯克的发展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

凭借长期的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艾斯

克在行业内站稳脚跟，确立了技术优势，形成

了支撑企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体系。在新产品

研发方面，艾斯克同样成果丰硕，2021年至

2024年研发的56个新项目，为企业带来新的

经济增长点。如今，艾斯克的产品已走进正

大集团、双汇集团等众多知名企业。

“适应‘新常态’是企业稳步发展的关键。”

宋岩冰表示，当下，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在吉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大环境

下，艾斯克迎来了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

“公司针对产品迭代升级制定的战略规

划，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竞争优

势。未来，我们将积极优化业务结构，推动产

品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紧跟市场需

求，助力我国大型家禽深加工装备朝着标准

化、规范化大步迈进。”宋岩冰说。

艾斯克：

推动产品向智能化数字化发展
本报记者 曲镜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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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余万元降至5万元

人工耳蜗让听障患者获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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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政 府 关 于 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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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网站刊登文章

“我看到了未来，它不在美国”

一 个 阀 门 省 五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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