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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蓓蓓）眼下正值

备耕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辽源市各

部门、单位积极行动，统筹农业、市场

和电力等部门力量，全力打好春耕生

产“第一仗”，为全年农业生产开好

局、起好步。

近日，东辽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培训活动现场气氛热烈，60多名种植

大户和农机化技术推广人员化身“粉

丝”，对新型农机的使用推广和播种

效果产生了浓厚兴趣，农机专家为农

户详细讲解了农机操作的使用规范

和保养技巧，农户们听得津津有味。

“专家非常有耐心地向我们讲解

了农机使用方法，大伙听得都很认

真，我将会把学到的操作技巧运用到

实际工作中，并分享给其他村民。”东

辽县辽河源镇快乐村村民王家宽说。

为保障春耕期间农资产品质量

安全，维护广大农户切身利益，连日

来，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区范

围内对12家生产销售化肥单位开展

了化肥抽检工作，确保农户用上“放

心肥”。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

量监管科科长周新波介绍说：“我们

从3月份开始，联合省、市质检部门

先后对化肥开展产品质量抽查17批

次，经检测全部合格。与此同时，还

下发了《致全市化肥销售企业的一封

信》，督促各化肥销售企业严格进货

查验，确保源头质量。”

“咱们供电公司的服务人员上门

来帮助我们检查用电情况，我这心里

真是踏实多了。”4月1日，在吉林广

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经理

闫兆军感慨地说。

广信农业是辽源市规模较大的

化肥生产企业，正值备春耕时节，是

化肥生产企业、种子公司的生产旺季，用电量增大，国网东辽县

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充分考虑到备春耕的重要性，结合备

春耕生产实际，了解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用电要求，围绕用电线路

和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组织各供电所对辖区内备春耕的电力客

户进行巡检，消除各类隐患，为农业生产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指

导和合理化节能建议。

据了解，备耕春耕生产期间，东辽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

队先后在金州乡磨米房、安恕农机生产企业等17家备春耕企业

了解企业的用电需求，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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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不负赶路人。连日来，吉林大地被

争分夺秒的奋进“春雷”唤醒，各地纷纷开足

马力，以项目之“进”强产业发展之“基”，奏

响项目建设的春之乐章。

春日来临，项目建设进入黄金期。在中

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

项目建设现场，车辆穿行，工人忙碌，紧张而

又有序。这一项目是中国能建“基石项目”

和“一创三转”示范项目，目前80万千瓦新

能源发电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今年7月份

完工，年底项目投产达效。

新的一年，松原市继续落实“五个五”工

作体系，全力以赴抓前期、促开工、赶进度，

推动一批强基础、惠民生、促产业的重大项

目纷纷按下“加速键”。年初以来，松原市已

累计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76个，总投

资409.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2.6亿元。

其中产业类项目53个，占比71.6%。

为确保这些项目顺利推进，该市严格实

施党政AB角领导包保机制，全面压实包保

责任；不断优化项目审批程序，做好项目全

生命周期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大春季项目开

工推动力度，对新建项目从立项、审批、开工

建设等各环节不遗余力、环环紧扣、竭尽所

能抓推进；对续建项目不断加强生产要素保

障，提前做好水电热气等要素保障服务，紧

盯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全力推进。

重点项目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是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通化县，一处

处工地热火朝天，一个个项目高歌猛进，一

幅幅大干快上的动人场景汇聚起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聚升级之能、谋增长之势。通化华夏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异地扩能改造项目抢抓春

季施工期，全面开启建设“加速度”。走进提

取车间，十余个容量6吨的提取罐完成吊

装。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建设全部完工，

已进入设备订购、进场及安装阶段。通化华

夏集团总经理邹敬韬告诉记者：“该项目一

期工程建筑面积9.4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综合楼、提取车间、制剂车间、配套污水处理

站等核心设施。提取罐等大型生产设备基

本采购结束。计划年中进行厂房装修，年末

争取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抢占中药发展先机。目前，通化华夏药

业拥有52个药品品种，主导产品苦碟子注

射液年销售额近2亿元，入选国家医保目录

（乙类）及吉林省重点培育大品种。“建设新

厂是为了迎合爆发品种的后续发展。目前，

国家对中药发展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我们

将把产能大的品种全部落在新的厂区。”邹

敬韬介绍。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生产，新厂区致力于

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全自动化生产车

间将为中药品质提供强力保障。“新车间将

实现从提取、配制到灌封等生产过程全自动

化生产，让产品一致性更有保障，成分含量

更加稳定。”项目一期达产后，将实现苦碟子

注射液、复方麝香注射液、芪冬颐心口服液

等核心产品年产能超8000万支（袋），预计

年销售收入达5.65亿元。

项目建设在产业发展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上谋求新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通化

县积极落实重点项目县级领导包保制度，深

入项目一线开展现场办公，通过实地调研、

部门会商等方式协调解决建设堵点难点，提

高审批效率、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3月30日，随着开工令响起，珲春市春

季项目集中开工建设，将高水平开放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希望播撒在边城大地上。

珲春市亿鸿石化年产100万吨清洁能

源（LPG）深加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3.2亿

元，用地面积5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工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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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年深加工液化

石油气（LPG）达到100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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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珲春打造吉林省东部清洁能

源化工产业集群奠定坚实基础。

在项目施工现场，多台挖掘机正挥动长

臂平整场地。珲春亿鸿石化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张守峰介绍：“目前项目已完成征地、拆

迁等工作，正在进行场地平整，接下来将加

快土方作业，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

天天有新变化、周周有新进展、月月有新形

象。”

2025年，珲春市春季集中开复工项目

59个，总投资287.4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65.3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36个，续建

项目23个。今年，珲春市计划实施5000万

元以上项目103个，总投资388亿元，全年投

资预计增长8%以上。

“满弓劲发”向春行
——我省多地抢抓黄金期加速项目建设纪事

本报记者 何琳娣 李铭 张琰 王春雷

本报讯（记者王雨）日前，总投资6亿元的延吉恐龙温泉

酒店开业，与延吉恐龙王国、金豆艺术剧院、延吉市历史文化

博物馆形成“四位一体”文旅矩阵，开启“文化+娱乐+康养”一

站式度假新体验。

作为延吉首个豪华温泉酒店，该项目占地4.45万平方

米，打造232间智能客房，含特色主题亲子房及私汤别墅。

1.78万平方米温泉区设有19个天然泡池，融合冰火池、花瓣

池等特色汤泉，配套无边际泳池。餐饮板块涵盖中西餐厅及

高端包间，主打粤式精品、融合美食和果木烤鸭。

开业同期，延吉恐龙王国恢复运营，金豆艺术剧院复

演大型音画剧《花开永不败》，延吉市历史文化博物馆同步

开放。四大项目形成“酒店住宿+主题娱乐+文化体验”消

费闭环。项目填补了延吉高端度假空白，将以国际化标准

打造文旅新标杆。

“文化+娱乐+康养”

延吉开启一站式度假新体验

本报讯（记者李婷 丁美佳）近

日，磐石市上线基于深度求索（Deep-

Seek）大模型技术研发的“政务AI数

字员工”，通过AI智能导办机、全能助

理、全域在线问答三大创新场景，实

现政务服务从人力服务向人机交互

的跨越升级，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

好办易办转变。

走进磐石市政务服务中心，首批

布设的 AI 智能导办机已投入试运

行。“没想到现在对着机器说‘办营业

执照’，马上就能拿到材料清单和办

理流程，都不用人工咨询了，真是太

方便！”刚刚完成个体工商注册的市

民张先生高兴地说。

AI导办机的上线，破解了“首问

难题”，打造“零门槛”服务窗口。针

对群众反映突出的政策查询难、流程

记不清等问题，该设备集成了1735项

政务服务事项和62个“一件事”办事

指南。设备可通过语音、文字多模态

交互技术，自动识别办事需求，并实

时生成个性化办事指南，高效答疑解

惑。

为更加精准的赋能窗口服务，数

字助理构建了“全员全能”服务矩阵。

磐石市政数局归集35个部门的

1.2万条审批要求，将分散的服务事

项政策标准、历史案例及常见问题，

构建成政务服务知识库，为窗口人员

配备“全能助理”，实时检索政策依

据，生成规范化应答话术，实现“不同

窗口同一标准”。

磐石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介

绍：“系统可以重点解决政策解答口

径不一问题。经测试，系统上线以

后，跨部门业务转办率可下降60%，群

众重复咨询现象将减少45%。”

同时，磐石市同步推出“全域在

线问答”系统，群众通过扫描二维码

输入问题，AI客服可7×24小时提供与线下导办同质的标准

化应答，夜间咨询平均响应时间23秒，大大延伸了服务半径。

磐石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办事员邱女士凌晨

时查询过企业备案流程，感觉非常方便，她说：“语音咨询把

需要准备的材料逐项说明，我在第二天直接到窗口，一次就

办成了。”

据格远数智赋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介绍，

此次研发的“政务AI数字员工”以DeepSeek大模型为技术底

座，针对本地化需求构建知识体系，通过持续学习机制，确保

政策更新后24小时内完成系统同步。

通过AI技术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使常见事项咨询准

确率达98%，群众窗口排队平均时长可缩短35%。

磐石市政数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局将重点优化老年

人语音识别、方言理解等适老化功能，让智能服务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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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莫莫格湿地筑巢的东方白鹳。 潘晟昱 摄

吉林省四平市架树台湖国家湿地公园候鸟成群结队。 张树明 摄

本报讯（记者王学雷）“现在育苗都是高科技，你看我手里

这遥控器，按下去这上土机和覆土机就能工作，省时省力不说，

效果也好。”

4月1日，在松原市前郭县白依拉嘎乡白依拉哈村水稻种植

户乔春诚的育苗大棚内，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演示了一遍遥控

育苗设备。

进入4月，气温升高，水稻育苗也进入了关键时期。拥有几

大灌区的松原市，积极引导各地开展水稻育苗工作，为春耕用苗

打好坚实的基础。

随着机器的运转开始覆土作业，乔春诚熟练地遥控着上土

机和覆土机，一个来回便将细土均匀地铺撒在育苗盘上，土层床

面平整，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我们这种机械化育苗在速度上比

普通的人工效率要快上几倍，尤其是覆土机，确保了覆土的匀度

和厚度，比人工覆土标准多了，能够保证苗全苗齐。”乔春诚说。

白依拉哈村党支部书记乔建斌介绍，今年，白依拉哈村早部

署、早动员，积极引导种植户抢抓农时，在水稻育苗过程中借助

科技赋能，助力春耕生产加速前行。“种植户都能熟练运用智能

自动化设备进行水稻覆土、播种作业，这些智能自动化设备已经

成为我们春耕生产中的‘主力军’。比起传统的人工育苗，使用

新型高效的农机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也提高了育苗效率，切实

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乔建斌说。

多年来，松原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新机具应用减轻

了种植户劳作强度，提升了作业效率，广大种植户对高速、高效、

高质量的水田全程机械化作业认可度越来越高。

育苗科技化 省时又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