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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进行时

在“双碳”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我省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将零碳建设作为推动绿

色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举

措。全省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从

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科技创新等多

方面发力，为零碳建设提供坚实的政策保

障与支撑。在此大背景下，长春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立足绿色发展，抢抓“双碳”机

遇，全力推进零碳建设，一幅美丽吉林的

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能源绿色

让生产从源头实现无碳

作为“汽车城”，长春市拥有雄厚的汽

车产业基础。在绿色发展的产业革命浪

潮中，长春市以政策为导向，积极推动实

体制造业转型升级，朝着能源绿色化方向

大步迈进。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

春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奥迪一汽新能源），

建筑楼顶、停车遮阳棚上铺满太阳能光伏

板，路灯杆上悬挂风能收集器。宽阔的水

系绿地、员工植树林、蜂箱鸟窝等都在讲述

着这家企业绿色低碳、生物多样性的建设

理念。

依据我省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奥迪一汽新能源在厂区内铺设超过

32万平方米的光伏设施，预计年发电量超

过3500万度。同时，采用绿色电力及生物

质供热，减少碳排放，实现100%绿色能源，

成为奥迪在我国首家投产即实现“碳中和”

的生产基地。

这不仅是一座现代化、数字化、高效化

的工厂，更是一座标杆“绿色工厂”。

“为保证奥迪一汽新能源项目顺利建

设投产，我们在项目前中后采取驻厂式服

务，会同绿色低碳领域专家团队，开展‘零

碳工厂’调研帮扶，为企业输送政策、答疑

解惑，不断推动地区绿色降碳工作走深走

实。”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汽车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局长张孝生说，目前全区有4家单位

正在进行零碳、近零碳园区工厂的创建工

作。

从机械加工到自动化生产，绿色能源、

零碳理念融入工业企业发展。长春大力发

展新能源产业，记者在今年长春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看到，2024年长春市风电光伏总

装机容量增长 74%，在新能源这条新赛道

上，长春市正在逐“绿”前行。这一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我省对新能源产业的扶持政

策，从补贴、税收优惠到项目审批绿色通道

等多方面举措，助力长春新能源产业蓬勃

发展。

科技赋能

让技术助力不断降低能耗

“涂装车间目前实际能源消耗低于计

划数值，可以继续保持。”一汽红旗制造中

心繁荣厂区工厂服务部工作人员手里拿着

手机，正在通过智慧能源管控平台，查看各

生产流程中能源消耗情况。

这座工厂 ，年产可达到 19 万辆整

车，每辆车按照 0.5 吨碳排放计算，每年

碳排放将达到 10 万吨。如此庞大的碳

排放数字，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如何成为

降碳“妙招”？

我省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实

现节能减排的政策，为一汽红旗这样的企

业提供了创新动力。该工厂的智慧能源

管控平台，将生产中各个环节的计划能

耗、预测能耗和实际能耗通过大数据精准

计算后全部进行量化。一旦实际能耗超过

计划能耗，系统便会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可

以准确找到发生预警的环节或者某一区

域，进行精准调节和改善，确保能源按计划

消耗。

从车间内照明用电，到生产中大型能

源消耗设备，平台都可以实时、全面掌握能

源消耗情况，并随时随地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科学调整。该工厂在能源消耗最大的涂

装车间，使用自适应节能控制装置，消除能

源浪费。

厂区从设备提效、管理提升、数智化应

用及清洁电力应用等方面识别节能降碳措

施22项，2024年单车碳排量较2023年下降

32%。预计到2028年，工厂碳排放在外购绿

电核碳汇抵消后将为“零”。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像奥迪一汽新

能源这样的“新”企业，在成立之初便将降

碳科技融入其中，而像一汽红旗这样的

“老”企业，也在从设备、管理等方面不断更

新理念和技术，加入降碳大军。在政策推

动下，越来越多的长春企业认识到科技赋

能在降碳中的关键作用，纷纷加大科技投

入，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

共享无碳

让“无废”理念落地开花

在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的长春循环

经济产业园内，循环经济全产业链正在

从这座工业强镇辐射铺开。一座刚刚落

成的大楼是长春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的一

个主体工程，完工后这栋建筑将成为园

区的核心枢纽，内部集合了碳足迹碳认

证碳交易中心、二手商品检测中心、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网络大数据服务平

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研发实验室等多

个重要功能区。

该项目正在与省生态环境厅共同合

作筹建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将园区打造成

国内首家碳认证和碳交易循环经济示范

产业园，使碳交易品类多样化。目前，已

签约8家上市公司，将在垃圾提取废塑料

回收再利用项目、退役风机回收利用项

目、废旧铅酸电池回收利用项目等领域展

开深度合作。

我省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为长春

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建设提供了有力保

障。据了解，长春循环经济产业园将谋划

筹建阿里云AI智算中心，引入废旧物资循

环再制造上下游企业，通过大数据平台串

联入园企业，做到企业间业务联动、信息

共享。

产业园规划建设了集报废汽车、废钢

铁、废纸、废塑料、废轮胎、废动力电池、

废弃电器等12种再生资源利用的全产业

链条。在共计 3 期的工程全部完工投产

后，产业园可实现借助大数据平台，对长

春地区废旧物资从收集、转运、深加工、

再生利用、交易等所有环节信息产业链

进行闭环管理，对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产

品碳足迹进行全程溯源，精准计算废旧

物资收、储、运及深加工在不同环节中的

碳排放数据。

长春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知恩介绍，产业园区建设不仅能推动长春

市废旧物资“大循环”，构建完整、高效的

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体系，还将打造“定点、

定时、定车”源头回收新模式。采用具有

统一标识的封闭厢式货车进行回收，目前

全市回收点位已发展至500余个，基本实

现市区范围内再生资源回收服务全覆盖，

推动“无废”理念落地开花。

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新起点上，

长春市紧紧围绕吉林省零碳建设政策要

求，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上求突破，在攻

克绿色低碳科技上下功夫，在制定绿色低

碳政策上出实招，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加

速前行，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绿色发展贡献

更多“长春经验”。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碳”秘“零”计划
——长春加速零碳建设走笔

陈博宜 本报记者 刘姗姗

近年来，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进玉米茎穗兼收一次

性作业示范项目，在提高玉米秸秆利用率的同时，帮助农户增

收致富。在双辽市茂林镇，有这样一位与土地结缘，带领乡亲

们共同致富的年轻人——马超。

“在我们茂林镇，我先迈出这一步，无论多苦多累，一定要

把这个事做到底做好。”带领更多乡亲致富，是马超回乡创业

的初衷。

马超是双辽市茂林镇新兴村人。2019年，因为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离开了自己在天津经营多年的房地产销售公司，选

择回到故乡创业。他在外地十几年，一直想回家做点啥，希望

凭自己的能力带动身边的百姓，最初他和同学联系，同学都问，

你会种地吗？你会农活吗？拖拉机会开吗？……心气正高的

他自然并不把这些当回事，这些都阻挡不了他回去的决心。

然而，返乡创业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几年，马

超尝试了养牛、养羊和用秸秆制作黄贮饲料等，但是受到市场

价格浮动等因素的影响，效益都不是很好，2020年他赔了800

余万元。

2022年，我省大力推广玉米茎穗兼收一次性作业示范项

目，可以在收获玉米的同时，将玉米秸秆粉碎并加入菌剂打

包，直接进行发酵。不仅省时省力，每公顷还可以节省

300—400元的收割费用。双辽市畜牧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把这个技术告诉了马超，还为他带来了配套专项补贴的好

消息，这让马超迎来了创业的转折点。

“当时是投资300万元，省里给100万元补贴，我成立了一

个合作社，给百姓做土地托管，种子、肥药由百姓自己买，机械

人工都由我们负责，我们负责种，负责回收秸秆，这样就把土

地集中起来。”马超说。

茎穗兼收技术为农户们减少了支出，土地托管又节省了

人力，合作社每年还能给周边乡镇提供几十个临时工作岗

位。今年，省里又出台了新政策，对茎穗兼收作业进行补贴，

每亩补贴不超过85元，这让大伙儿都鼓足了干劲。通过整乡

整村推进，如今马超的合作社里托管的土地已经从第一年的

70公顷，扩大到了现在的2000多公顷。他们还通过电商直

播、免费、平价、低价试用等多种方式，把生产的青、黄贮饲料

销售到了各地，让更多养殖户喂上了优质、低价、放心的秸秆

饲料。合作社得到了越来越多父老乡亲的认可，甚至还有来

自天津、辽宁等地的团队，来向他学习技术和模式。

“去年我们购置了6台茎穗兼收机器，作业面积比之前翻

了3倍，光是秸秆效益就可达到400万元，现在我们的目标是

土地达到3000公顷，把成本降下来，解决一部分就业，把乡亲

们的收入提高。”靠着一步一个脚印，马超带领乡亲们增收致

富，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与土地“秸”缘
——马超的返乡创业故事

本报记者 万双

本报讯（记者杨悦）近日，国网长春市城郊供电公司“星

光”青年志愿者团队走进长春市育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安全

用电宣传与志愿服务，为特殊儿童送去关怀。

这支成立于2017年的团队，现有志愿者87名，长期践行

“为民服务、为党育人”宗旨，聚焦特殊儿童与青少年科普教

育，团队创新打造“理论+实践”科教课程，定期深入学校开展

电力科普活动，并成立“爱心基金”资助困难群体。在冰雪经

济热潮中，他们护航长春冰雪节、瓦萨滑雪节等重大活动，利

用无人机巡检保障供电安全。团队志愿者王艳波曾捐资为特

困户建房，展现“星光”温度。

从科普课堂到冰雪保障，从扶贫助困到爱心陪伴，团队成

员先后获得“吉林好人”“长春市永久慈善市民”“长春市慈善

爱心奉献奖”等多项荣誉。“星光”团队以点滴行动诠释“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用微光汇聚星河，照亮春城每

个角落。

“星光”暖春城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近日，由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投资、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长春市汽开区新能源

检验检测园区基础设施一期项目，进入关键冲刺阶段。该项

目总占地面积 8.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67 万平方米，建成

后将成为东北地区新能源汽车检测领域的重要支撑。

该项目规划涵盖新能源汽车材料实验室、基础检验检测实

验楼、综合业务楼，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规检测实验室、可靠

性检测实验室和被动安全测试实验室等。该项目聚焦新能源汽

车检验检测市场，旨在提升区域新能源汽车检测能力，抢占行业

发展先机。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及装饰装修已全面完工，园林绿化基本

完成，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绿化种植和楼内系统调试等收

尾工作。项目经理韦国庆表示，项目团队正全力以赴推进剩余

工程，确保项目如期交付。下一步，施工方将优化施工流程，合

理调配资源，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工作，保障项目顺利竣

工并投入使用。

新能源检验检测园区基础设施一期项目的建成，不仅标志

着承建单位在公建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也将为我省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交付后，园区将配备先进设备与领先技

术，具备顶尖的新能源整车及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测试能

力，有效解决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问题，助力区域新能源

汽车产业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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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曲镜浔）日前，在长春海

关所属四平海关的严格监管下，吉林晟然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穗穗来自“黄

金玉米带”的鲜食玉米，经漂烫、真空、灭

菌、冷却等多道工序完成属地查检流程，即

将发往韩国，这标志着四平鲜食玉米首次

实现出口。

作为我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吉林晟然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鲜食玉米的

生产、加工与销售。今年3月，企业获得

300多万元出口订单，这是其首次获得出

口订单。在四平海关全力支持下，企业顺

利完成各项出口准备工作，实现鲜食玉米

首次出口。

为确保这批首次出口的玉米质量安

全，四平海关深入贯彻“由企及物”监管理

念，创新建立属地查检与日常核查、企业管

理协同联动机制。通过外勤作业叠加、多

部门联合执法、执法结果互认等举措，在保

障监管效果的同时，有效压缩监管频次

20%以上，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的干扰。

吉林晟然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从备案到出口前政策解读，再到申

报、日常监管，海关全程一对一指导，助力

产品顺利走向国际市场。

在助力鲜食玉米“保鲜”出口上，四平

海关设立鲜活易腐农食产品进出口绿色通

道，积极向企业宣传政策，严格落实“5+2”

预约查检服务，确保节假日期间服务不间

断。同时，对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实行优先查检和检验检疫证

书自助打印。此外，还与长春海关技术中心农产品检测试验

室、出境口岸海关建立长效联系机制，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

四平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强

化出口农食产品备案基地指导，推动优质生产基地转化。持

续加强监管、优化服务，主动送政策上门，助力更多本土农产

品以优品质、高效率畅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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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聂芳芳）近日，长春房地产

业协会举行“好房子”试点项目授牌仪式，为

保利景阳和煦、中海春和玖章、高新臻园、润

德云麓花溪、润德书香云锦、新发飞跃路、城

投紫逸观澜、万龙百草园、筑力净月华城、绿

城晓风映月10个试点项目授牌。

近期，长春市发布了《长春市“好房子”

评价标准（试行）》，省住建厅发布吉林省

“好房子”建设的相关要求。“好房子”已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次获得授牌的 10个

“好房子”试点项目，是已拿地项目中首批

入选项目。

长春房地产业协会代理会长王永安表

示，建设“好房子”是今年房地产业发展的重

中之重，也是未来房地产发展的主基调。对

房地产企业来说，能够成为“好房子”试点项

目，既是政府对项目的认可，更是企业实现

转型发展的有利契机。长春房地产业协会

将全力服务企业，与企业共同推动建设长春

人自己的“好房子”。

在授牌仪式上，省建苑设计集团建筑方

案院院长丁明对 5月 1日正式实施的《住宅

项目规范》进行了讲解和分析，向参会企业

提供了新的开发思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

鲁南研究院的新材料领域专家杨庆龙结合

“好房子”标准，对新材料应用做了详细介

绍。参会房企代表就如何更好地按照《长春

“好房子”评价标准（试行）》设计规划、建设

项目进行了讨论，对评价标准落地后的市场

前景充满信心。

长春十个“好房子”试点项目获授牌

一汽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厂区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智慧能源管控平台查看各环节生产耗能情况。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厂区内铺设的光伏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