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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向北 阅见未来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民企先锋
在长春市九台区，有这样一家企业，它扎

根LED照明领域近20载，从籍籍无名的小型

加工企业，华丽蜕变为拥有多项专利技术产

品的现代化集团企业——吉林省万和光电集

团有限公司，他们用奋斗与创新，在行业内书

写出精彩的专精特新发展故事。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是我们从创业之

初就坚守的第一发展理念。”万和光电董事长

邹连和的话语掷地有声。2005年，企业成

立，彼时面临着厂房建设、研发人员招聘难、

资金短缺等重重困境，但邹连和始终没有动

摇对创新的执着。为招揽高级研发人才，他

曾亲自奔赴深圳不下30次，用“三十顾茅庐”

的诚意，诠释着对人才的渴望。这份坚持终

有回报，如今的万和光电已手握78项专利技

术，主要核心产品均源自自主知识产权的成

果转化。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气温低、日照时间

短，这对户外LED照明设备的性能与质量提

出了严苛要求。万和光电的研发团队迎难而

上，历经数年攻坚克难，成功研制出耐低温、

光衰小、寿命长的太阳能路灯、LED路灯、风

光互补路灯等专利产品。不仅如此，企业还

瞄准雪场照明的痛点。传统雪场照明设备存

在配光不合理、显色不佳等问题，在白雪的映

衬下，光照在人脸上发黄、发青，无法还原真

实色彩。为解决这一难题，研发人员从设备

配光与荧光粉入手，不断试验调试，并与吉林

松花湖滑雪场展开合作，收集“雪友”的真实

反馈。经过一年的反复调研与研发，一款光

效高、显色性指标高、蓝光少的雪场LED照明

设备成功面世。“现在，我们的LED照明设备

能减少30%的蓝光，节省25%的电费和能源，

耗能仅为高压钠灯的十分之一。”邹连和言语

间满是自豪。

在研发投入上，万和光电始终不遗余力，每

年的研发费用占营收总额的8%左右，且今年预

计还会增加。凭借卓越的产品品质，其LED照

明设备在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广泛应

用，并与华为、万科等知名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万和光电的创新脚步并未止步于LED照

明领域。展厅内，一台集联网、报警、监控、环

境监测多项功能于一体的“智慧路灯”，彰显

着企业在智能光电领域的新突破。“这是我们

迈向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转型产品。未

来，我们将紧跟城市现代智能化建设步伐，在

智慧城市领域充分发挥光电作用。”邹连和对

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万和光电：

以“ 智 ”为 灯 以“ 新 ”为 路
本报记者 何泽溟

奋斗华章

吉林好人 引领风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林天天 记者闫虹瑾）为持续实

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加力推进

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加快农业机械结构

调整，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实施好2025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

策的通知》,继续扩大报废补贴范围，提高报

废补贴标准。

2025年，全省报废机具在2024年规定报

废补贴的9个品类之外，增加水稻抛秧机、田

间作业监测终端、植保无人机、粮食干燥机

（烘干机）、色选机、磨粉机6个报废补贴机具

种类。同时，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我省自行确

定报废补贴范围，增加单行玉米收割机、打

（压）捆机、埋茬起浆机、深松整地联合作业

机、铧式犁、深松机、耙、旋耕机、秸秆粉碎还

田机、青（黄）饲料收获机等10个机具种类，

共计增加16个报废补贴机具种类。

对于新增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的机具

和尚未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围的田间

作业监测终端，分别新增机具补贴标准测算

原则。纳入《2024年方案》的补贴机具，继续

执行2024年发布的报废补贴标准，其中报废

并更新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田间作业监

测终端、植保无人机等品类按《通知》规定提

高报废补贴标准。

通知指出，要切实管好用好支持农业机

械报废更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

旧农业机械报废补贴和报废并购置同种类机

具更新补贴兑付。要进一步优化补贴申请和

资金兑付流程，做好农机报废补贴资金的统

筹使用。本年度农机报废更新不可统筹使用

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

通知要求，要立足便民利民和提高效率，

进一步加强农机报废回收拆解体系建设，加

快农机回收拆解企业培育和网点布局。

要根据农机报废更新实际需求，统筹把

握网点数量。要强化政策实施监管和风险防

范，加强监督管理，加大政策宣传和解读，切

实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实施透明度。

再扩面 更精准

我省2025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标准发布

4月28日，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

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在北京举行，吉林省通用机械（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吉宝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称号。面对荣誉，李吉宝感慨道：“这

份荣誉属于全体吉通人，是我们坚持创新突

围、勇攀产业高峰的见证。”

从濒临破产的地方机械厂到跨国公司，

从传统制造企业到全球领先的汽车轻量化研

发基地，李吉宝带领吉林通用走出了一条“以

创新破局、以智造立身”的奋进之路。

时针回拨至1995年，彼时的吉林通用机

械厂在市场经济转型中举步维艰。面对设备

陈旧、技术落后的困境，时任厂长李吉宝立下

“为吉通奉献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带领职工昼

夜奋战，仅用三年便实现扭亏为盈。2006年，

吉通再陷危机，已在省直机关任职的他毅然辞

去公职，重返车间重启改革征程。

2010年，李吉宝以敏锐的全球视野锁定

汽车轻量化发展趋势，将改制后的吉通发展

方向锚定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他启动

“走出去”战略，率团队远赴德国考察铝锻技

术，先后在德法两国收购企业并在长春建立

了合资公司，引进国际先进铝锻生产线，通过

“引进、模仿、消化、吸收、提高、创造”，走出了

一条“以海外并购促中国制造”的发展道路。

这一战略不仅使产品质价比优势显著，更推

动产能持续扩大，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

“引进不是终点，创新才是出路。”2015年，

李吉宝在慕尼黑设立研发中心，组建中德联合

研发团队，与奥迪、宝马等主机厂同步开发零部

件。通过技术攻关，顺利完成铝锻、铝铸及铝铸

锻毛坯技术的国产化布局，彻底扭转了中国企

业在产业链中的“跟跑代工”被动局面。

技术升级与产品迭代使公司获得了世界

各大主机厂的高度认可：德国大众、奥迪、宝

马将吉林通用列为战略合作伙伴，美国通用、

克莱斯勒等企业也将其纳入潜在合作名单。

仅铝毛坯资源开发一项，便直接带动产值增

长超亿元。

在长春市双阳区，占地500万平方米的

吉通产业园正如火如荼建设中。“这座总投资

350亿元的智能园区，将集聚智能装备、工业

机器人等高端产业。”李吉宝介绍，园区预计

2035年末全面建成后，可实现制造业年产能

1000亿元、销售收入8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

的汽车零部件研发与生产基地。

在智慧制造理念驱动下，车间内已实现

“机器换人”的产业革新：数控车间通过桁架

式机器人集群实现全自动作业；锻造冲压车

间由智能系统操控设备联动，将原本百人规

模的传统车间升级为只需原班人马却能创造

三倍产值的智能单元。目前全厂已部署200

余个机器人岗位，将工人从高温、高危作业环

境中彻底解放。

“软件是工业的未来。”监控室内零星的

操作人员印证着李吉宝的判断。在智慧工厂

体系下，质量检测、设备维护等环节均由数字

系统精准把控——车间电脑实时判断产品质

量、预判设备维保周期，智能系统同步协调数

十台设备作业节奏，确保生产流程严丝合缝。

如今，在厂区的现代化厂房中，铝锻、铝铸、

铝铸锻三大工艺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轻量化

零部件覆盖整车核心环节。当年并购的德法企

业已成为技术反哺的跳板，与奥迪、宝马同步研

发的零部件更彰显了产业升级成果。李吉宝强

调。2015年以来，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450台

数控加工中心、130条自动化生产线和100台工

业机器人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提升了产品质

量，更培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备制造

产业。

“制造业没有捷径，唯有把每个细节做

到极致。”65岁的李吉宝仍保持着每天巡厂

的习惯。从车间地坪耐磨涂层到机床散热

孔角度，从员工技能矩阵图到质量管控的全

流程追溯，他以匠人之心努力夯实中国智造

的根基。

站在荣誉的新起点，李吉宝目光坚定：

“我们要把‘中国制造’的智慧方案写进世界

汽车工业史。这条路虽远，行则必至！”

匠 心 致 远 “ 智 ”造 未 来
——记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通用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吉宝

本报记者 叶爽

本报讯(记者纪洋)第二届东北书博会将于5月15日至

19日举办，主会场选址长春农业博览园1—5号馆。据悉，主

会场1号馆专项设置了文产非遗主题展馆，着力推动文化产

业交易、全民阅读活动、文旅深度融合和文化传承发展，以此

打造“东北文化新名片”。

目前规划的非遗展区面积近1200平方米。在松花神韵

展销区重点展销被誉为中国十大名砚之一的松花砚，这里不

仅有长春彭祖述松花石艺术馆带来的精美松花砚作品，还有

来自“中国松花砚之乡”通化市、“中国松花石之乡”白山市江

源区的知名企业及艺术家带来的近百种款式的松花石旅游纪

念品、松花石宫廷御砚、松花石文创工艺品、松花石非遗作品；

在非遗协会展区，吉派旗袍、满族刺绣、关东泥人张、单氏中

医、唐氏理筋等非遗项目将进行集中展示。

同时，书博会期间每天还将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以及

研学体验活动；长春市锡伯族文化促进会、长春市满族文化促

进会、吉林省蒙高利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白山市聚缘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松原市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也将带来各自最

具特色的展品参展。

第二届东北书博会文产非遗主题展馆亮点纷呈

本报讯（郭津铭 记者曲镜浔）“税务所的工作人员一看登

记表就知道我要办什么，办完了带着登记表回到办税服务厅

还不用叫号排队，很方便。”近日，在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宽城

区税务局的办税服务大厅，天信手机配件中心的经营者杨立

强通过“全程负责制”，顺利解决异地协作平台发票异常问题，

全程仅用10分钟。

“去哪办、要带啥、联系谁，这张登记表都写明白了。不到

20分钟，就成功申报补缴了2024年至今的各项税费，太省心

了！”日前，长春市华通彩印厂财务负责人毕雷首次体验“全程

负责制”服务后，由衷感叹道。

记者了解到，纳税人口中的登记表，是宽城区税务局针

对域内老城区、老商贸区传统产业多，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占比大的特点，推出的“全程负责制”登记表

单。表上清晰写明了企业信息、办税时间、各环节部门，明

确标注了“登记、注销、申报、开票、跨区域事项”等12项不同

业务需求，每个事项都能根据具体原因归类至“已办结”“未

办结”等不同类别，并附“事项详情”“意见建议”“反馈结果”

等不同模块，且有责任人、纳税人，以及身为督办人的值班

所长和主管局长签字。纳税人在合规办理“解非”、行政处

罚、税费申报等强关联涉税业务时，可凭此表无缝衔接多业

务部门、全业务流程，并在办税服务厅窗口享受免预约、免

排队、免叫号服务。

“为助推合规税费业务提档加速，我们创新推行‘全程负

责制’，通过‘一件事、一张表、一次办’，让经营主体办税缴费

‘无阻碍、不折腾’。”长春市宽城区税务局负责人表示，到4月

末，“全程负责制”已累计办结业务147笔，得到经营主体一致

好评。以注销业务为例，从提出申请到取得注销通知书，最快

9分钟完成。

“小表单”护航合规办税路

在吉林省长白山森工集团和龙林业有限公司广坪林场，

有一位默默奉献的护林英雄——邢志祥。1965年8月出生的

他，作为广坪林场前哨瞭望员，用二十九载的坚守，诠释着对

森林防火事业的热爱与担当。

2016年、2017年，邢志祥因广坪林场连续35年无重大火

情获评吉林省先进个人；2022年荣获“延边好人”称号。2024

年第二季度，他荣登“中国好人榜”，成为全国瞩目的“林海卫

士”。正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的故事，是劳动者敬业奉献

精神的生动写照。

在长白山余脉的崇山峻岭间，海拔1300米的广坪林场1906

前哨瞭望塔上，60岁的邢志祥已驻足29年。这座孤悬于中朝边

境的瞭望台，方圆十几里杳无人烟，物资匮乏、气候恶劣，却因他

的坚守，成为守护我国东北林区生态安全的“千里眼”。

广坪林场1906前哨瞭望台所在的边境线是国家重点火

险区域，森林防火压力巨大。这里山高风急，瞬间风力可达8

级以上，冬季严寒刺骨，夏季闷热难耐。邢志祥的日常，是与

19米高的防火塔为伴——上下仅需3分钟，云雾中辨烟识火、

精准定位林班边界，早已成为刻入本能的技能。

“大风天着火，发现不及时可了不得！”他常说。为确保火

情“零漏报”，他每天瞭望超过10小时，眼睛紧盯地平线，耳畔

只有呼啸风声。2021年5月24日，境外突发浓烟，因距离远、

烟雾扩散快，扑救一度陷入僵局。邢志祥凭借经验推算出烟

点位于我方边境公路292公里处，救援队据此快速布防，成功

阻止了过境火险。这样的精准判断，在他29年的职业生涯中

已重复400余次。

瞭望台的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孤寂。物资需半月从

山下运送一次，蔬菜与淡水成了奢侈品，咸菜就饭是常态。每

逢佳节，万家团圆时，他只能与家人通个电话，便继续目送夕

阳、迎接晨曦。

在同行眼中，邢志祥的脑子就是一张“活地图”。69公

里边境线上的沟壑、林班，他脱口而出。正是这份精准，让

广坪瞭望台成为和龙林区最繁忙的“前哨”。

“有人说，生活是杯美酒，酸甜苦辣都是滋味。”邢志祥站

在瞭望塔上，俯瞰无垠林海，对他来说，守塔已是他的生活全

部。只要还能爬塔，他就会守好这片绿。从青丝到白发，他将

青春化作林间的一缕风，在风吹雨打中感受工作的快乐，在寒

风的大森林里领悟坚守的意义。

●致敬劳动者●
坚守29年的“林海卫士”

——记长白山森工集团和龙林业有限
公司广坪林场前哨瞭望员邢志祥

本报记者 韩玉红

道路上，交警疏导交通秩序；医院里，白

衣天使点亮生命之光；大街小巷，环卫工人守

护城市洁净……“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跟

随记者的镜头，一幕幕劳动者的奋斗画面正

在辽源各角落上演。

坚守供电一线，保障用电无忧

节日期间，正是用电高峰期。5月1日，国

网东辽县供电公司的值班人员何维海和李万峰

早早地来到单位，对66千伏变电站的设备开展

特巡测温工作，确保辖区群众在“五一”假期用

电稳定。

变电站内，何维海用红外测温仪测量设

备温度并做好测温记录，确保能够及时发现

设备运行安全隐患，保障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与此同时，在调度控制中心，工作人员也

正密切关注节日期间辖区电网负荷曲线变化

和重要变电站设备运行情况；基层供电所的

供电人员走进一线，开展线路特巡特护，确保

节日期间“用电无忧”。

医护坚守岗位，呵护市民健康

“术后血压稳定，注意观察出血量！”……

5月2日8时，辽源市中医院妇科病房内，科主

任张雁凌正查看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在护士站

的白板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患者的各种数据，

张雁凌时刻关注着每一位患者，确保他们得到

贴心照料。

心病科疗区，医生汤峰在病房间穿梭，为

患者分析病情；口腔疗区，医生唐笑正为患者

进行离体牙再植手术……

“五一”期间，辽源市中医院门诊大厅虽

不及平日那般忙碌，但在挂号和缴费等窗口

都有患者的身影，医护人员也都在各自岗位

上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守护社区安全，践行基层担当

5月3日13时，连续的降雨并未阻挡辽

源市龙山区福镇街道工作人员的脚步。福镇

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晓毅和同事们来到玉圭园

商业街，仔细检查消防安全事项。

“街道工作人员真的很不容易，这几天经

常看到他们在小区忙碌着，无论是辖区卫生

还是消防安全，他们都为居民默默付出了很

多，真的很感动。”居民梁勇赞叹地说。

节日前两天，龙山区福镇街道共出动89

人次，前往39个小区排查问题73个，检查商

户、养老机构670余家，查找问题17个，切实

守护了辖区居民的平安。

护航“平安路”，让守护“在线”

“五一”期间，辽源交警全员坚守岗位，以

“保畅通、护安全、优服务”为目标，保障群众

出行安全。在热门景区、商圈周边，设置临时

执勤点，采用“定点疏导+动态巡逻”模式指挥

交通，严查随意停车致堵等违法行为。

为方便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辽源市公

安局车辆管理所推出“五一不休息”服务，开

通多项业务，提供导办服务，并依托APP推行

线上服务。

在辽源，还有许许多多平凡且普通的劳

动者，坚守在各行各业，奋斗在城市的各个角

落，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精神，成为辽源

“五一”假期里最美的风景。

“五一”假期，一起感受“劳动之美”
本报记者 赵蓓蓓 实习生 姜雨佳

5 月 2 日，白山市江源

区夜市开街试运营，夜市里

的特色美食、各种工艺品吸

引了众多市民来此游玩，不

仅为城市增添了活力，还促

进了消费。图为开街文艺

表演。

王馨平 本报记者 钱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