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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松嫩平原已是万木吐绿，生机

盎然。乾安县大遐畜牧场8万余亩的耕地

上，春播已进入尾声。

清晨，自长春出发沿珲乌经铁科高速，驱

车近两个半小时，记者来到了这个闻名已久

的地域——吉林省农科院沙碱地旱田改良与

利用研究团队在这里深耕盐碱地治理二十余

载，“大遐”已闻名遐迩。

田边远望，气吸式播种机在连片的耕地

间开足马力往返作业。在北斗导航的指引

下，随着机械臂有规律地摆动，金属轮毂划过

改良的土地，一排排均匀的地垄跃然显现，间

距精确到厘米的玉米种子、滴灌管与肥料如

琴键般次第落入垄间，浅埋入土……1台农

机、2名操作员默契配合，播种如行云流水，

每天可完成300多亩地。昔日白花花的盐碱

地，如今在春光里悄然苏醒，书写着沧海桑田

的传奇。

科技赋能，为这里的现代农业发展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变革。

“要在以往，这片地得上百号人锹挖镐

刨，现在只需要两三个人即可完成。”大遐畜

牧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启雷掏

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智慧农业管理

平台，实时更新的地温、土壤墒情和作物长势

等数据一目了然，“田间管理更轻松，过去20

多人忙不过来的活，现在1个人盯着监控就

能搞定。”

“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里的耕地全部

换上了‘新行头’。”站在田埂边，刘启雷望着

眼前的作业场景难掩自豪。他说：“这套系统

等于给土地装了‘智能大脑’，以前巡田磨破

鞋，现在动动指尖就能给农田‘把脉问诊’。”

“水肥一体化技术刚刚启用时，很多人不

相信这样能高产，不想流转土地。我便和周

围农户打了个赌，约定秋收后用产量说话。

结果秋收测产时，产量比传统地块高出近

30%。”刘启雷表示，如今，看到了新技术的好

处，村民不仅拿出土地流转挣到了租金，还可

以来农场务工、年底分红，户均年增收可达两

万元，走出了一条“土地变股权、农民当股东”

的新路径，曾经分散的“小块田”变成了一眼

望不到头的“大粮田”。

盐碱地改良示范区还在演绎着动人的

蜕变。

在刘启雷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不远

处的省农科院盐碱地改良试验示范田，十几

个人正热火朝天地用设备粉碎秸秆，并埋入

地下。“这样土壤就会变得疏松透气，实现培

肥改良。通过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配合秸

秆全量深翻还田技术，对轻、中度盐碱旱田进

行改良，从而摆脱‘低产’困境。”刘启雷指着

田间的墒情监测传感器说。

感受着科技为现代农业赋能发展的美好

前景，采访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近中

午。陪同采访的省农科院研究员高玉山邀请

记者到省农科院乾安实验站和那里的示范田

看一看。

实验站位于赞字乡父字村，由当年的旧

村部改造而成。就是在这里，团队成员历经

二十余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盐碱地治理

的辉煌成就。

在距实验站不远的一处试验田，成片的

农田已播种完毕，一座抽水房在田边静静矗

立，里边装有水井泵和配比精准的氮磷钾溶

液混肥罐。

技术人员为记者进行了一次“现场教

学”。

只见他快步走向抽水房，轻点手机，里边

的设备立即传来轰鸣声。“地下水经双重过滤

后，会与混肥罐的肥料融合，顺着主管道流向

田间，再通过支管、滴灌管，均匀浸润到每一颗

种子、每一株幼苗。”高玉山蹲下身，指着湿润

的土壤介绍说：“这就像给作物‘打点滴’，按需

供给、精准吸收。我省西部地区十年九旱，这

套系统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40%，化肥

用量减少30%，亩产从1200斤跃升到1600斤，

2024年平均垧产更是突破了2.3万斤。”

汩汩清流裹挟着充足的庄稼生长必需元

素，沿着蛛网般的管网奔涌，最终化作千丝万

缕的甘霖，精准滴入农田，也使得更多的老

“庄稼把式”成为智慧农业的“铁粉儿”。

勤耕沃土勤耕梦，不负农时不负春。

天上有卫星、地面有墒情传感器、地下有

管网，构成了一幅让人充满想象的现代立体

农业图景。如今，省农科院与大遐畜牧场合

作集成的“滴灌水肥一体化+密植导航精播+

秸秆全量深翻还田”已被总结成“大遐模式”，

正从松嫩平原向吉林西部旱作农业区辐射推

广。随着2025年吉林省粮食产量向880亿斤

目标的迈进，可以预见，这片被科技重新定义

的土地，必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

饭碗创造新奇迹。

被 科 技 重 新 定 义 的 土 地
——春耕时节访大遐畜牧场

本报记者 李亚东 郑玉鑫 通讯员 杜鹃

山林低语，机械轰鸣，白山至临江高速公

路施工现场，一场颠覆传统的“绿色革命”正

在长白山余脉悄然上演。这里没有漫天的扬

尘与刺鼻的气味，取而代之的是会“呼吸”的

生态智慧——建设者们以创新为笔、以生态

为纸，勾勒出交通建设与自然环境共生共荣

的鲜活图景。

踏入松岭服务区建设现场，钢铁机械与

绿色屏障完美交融。挖掘机挥舞着巨臂精准

作业，密织的密目网如绿色铠甲，将扬尘牢牢

束缚；一套套废水净化循环系统正安静运转，

让每一滴施工用水都实现“重生”。“我们就像

给土地做微创手术。”02工区执行经理王伟

指着施工现场介绍，施工前剥离保存的表土，

将在工程结束后重披绿装；封闭式泥池像给

桥墩戴上“防护罩”，让钻渣彻底告别污染土

壤的可能；模块化预制桥梁技术，更让传统工

地的“尘土飞扬”蜕变为如今的“精准装配”，

最大程度降低对土地的影响。

这条全长 44.293 公里、桥隧比高达

48.632%的“天路”，从设计图纸阶段就注入绿

色基因。

吉高集团高级工程师赵振东展开图纸，

自豪地介绍：“总段分幅设计减少30%土地占

用，高田深挖路段全部采用‘以桥代路’‘以隧

代路’，相当于保住了10个足球场面积的原

生植被。”施工现场，曾经浓烟滚滚的项目驻

地锅炉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空气能设

备正高效运转，每年减少超千吨碳排放。这

些清洁能源设备就像工地的“绿色肺叶”，让

施工营地吐纳间皆是清新。

在这里，钢筋水泥褪去冰冷的工业气息，

化作守护生态的温柔力量。每一根桩基的植

入、每一段路面的铺设，都在践行与自然对话

的承诺。当未来车辆穿梭于这条绿色通途，

路旁的植被将与桥梁隧道共同生长，这个会

“呼吸”的建设工地，正用行动诠释：交通建设

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鸣，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随着高速公路的延伸，在白山松水间奏响时

代强音。

会“ 呼 吸 ”的 建 设 工 地
本报记者 邹鹏亮

在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区的巷道里，

总能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深蓝色的工作

服，佩戴党徽，手里攥着记录居民需求的小本

子。她，就是王淑清，延吉市北山街道丹英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一位把23年光阴

都揉进社区的“当家人”。从泥泞的小道到开

满民族团结之花的家园，她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真心编织幸福，让“丹英”这个名字成为温

暖与希望的代名词。

着力打造一个“新丹英”

丹英社区位于延吉市东北部，辖区面积

0.8平方公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社区，现有

常住人口3018户，7897人。最初的丹英社区

基础设施薄弱、邻里矛盾纠纷不断，不到1年

时间就更换了5名负责人，王淑清临危受命

上任丹英社区党委书记一职。

2002年第一次踏入丹英社区时，眼前的

景象让王淑清心头一紧：坑洼不平的路面、乱

搭乱建的棚子……社区内有朝鲜族、汉族、满

族等多民族居民，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矛盾

频发。为了彻底改变社区面貌，她第一次向

街道党组织立下“军令状”：“为了不辜负党组

织和居民群众的信任，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儿

来，打造一个‘新丹英’。”

面对困难复杂的工作任务，王淑清开启了

“拼命三娘”模式。寒冬腊月里，她顶风冒雪挨

家挨户走访，收集居民意见；为了争取资金修

缮社区道路，她不知跑了多少部门，吃了多少

闭门羹。她磨破嘴、跑断腿，先后以个人名义

打了60多张欠条，将筹借来的钱款用于修缮巷

道、服务民生等大小事项。在她的努力下，社

区发生了喜人的变化：泥泞小路变成了平整的

柏油路，破旧的楼道装上了明亮的路灯，社区

还建起了文化广场、老年活动中心。

王淑清不仅改善了社区的“面子”，更温暖

了社区的“里子”。她组织成立了“邻里调解

队”，用“拉家常”的方式化解矛盾；创办“社区课

堂”，教朝鲜族老人学汉语，教汉族孩子跳长鼓

舞，让不同民族的居民在交流中增进理解，亲

如一家。丹英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把爱装进“蒲公英之家”

丹英社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较多，特殊

群体的生活和心理问题成了社区工作的“头

痛事”。为此，王淑清二立“军令状”：“要为辖

区的‘一老一小’找到代理亲人，成就‘朝夕美

好’。”

丹英社区里，“蒲公英之家”是最温暖的

存在。这里是王淑清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打造的“避风港”，也是“代理亲人”志愿服务

的发源地。

“蒲公英之家”常态化组织开展“代理亲

人”志愿服务项目，对接部队官兵、公安干警

及消防队员等，认领辖区内100余名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自此，“兵儿女”有了“新父

母”，以解思乡之情；空巢老人有了“兵儿女”，

生活不再孤苦；“军爸妈”有了“新子女”，多了

一份责任担当；留守儿童有了“军爸妈”，弥补

了亲情缺失。社区涌现出一段段“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的鱼水情深佳话。

为将多民族聚居社区建设成一个温暖的

大家庭，丹英社区还组建了全国首个社区“民

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由最初的1支队伍发展

壮大到21支，成员达1573人。促进会连续多

年举办“邻居节”“百家宴”“快乐周末大舞台”

“雷锋文化节”等活动，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

交流交融的平台。丹英社区先后被授予“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全国文明单位”

等荣誉称号。

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不败

在王淑清心中，民族团结不是口号，而是

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为了让民族团结之花

常开不败，王淑清第三次立下“军令状”：“再

接再厉、创新突破，在团结凝聚各族居民群众

的道路上永不停歇。”

为此，社区升级改造了一站式服务大厅，

进一步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社区党组织建

设融为一体，设立民族工作服务站、“红石榴”

窗口，提供政策咨询、创业就业、教育培训、法

律维权等服务；组建“红石榴”志愿服务队，大

力开展“社区微工作、居民微心愿、治理微建

议、民族微事项”等“四微”活动……社区还不

断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阵地，

打造了筑基路、民族团结文化庭院，新增了一

批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实物实景，选树一批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小区、示范楼栋、最美单元，

建设了“红石榴暖心服务一条街”和“红石榴

之家”。

如今，王淑清发起的“红石榴”系列活动

成为社区亮丽的风景线；社区里的“石榴籽志

愿服务队”更是声名在外。各族居民亲如一

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了“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居格局，唱响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旋律”。

一面面锦旗、一张张奖状，诉说着居民对

王淑清的感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老人们幸

福的笑容，是对她最好的褒奖。在丹英社区，

王淑清就是那簇最鲜艳的“石榴红”，用爱与

责任，铺就了社区居民的幸福之路。

三 立“ 军 令 状 ”
——全国道德模范王淑清的故事

本报记者 祖维晨

近日，镇赉县举办了“遇见
候鸟”公益宣教活动，吸引了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教师、学生以
及家长共计200余人参与。这
是孩子们在主题桌布前签名表
达“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
大自然”的决心。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摄

在长白山脚下，有一家酒店以优质的服务和独具匠心

的文化氛围赢得了八方宾客的青睐。它就是金水鹤温泉国

际酒店，而带领这家酒店不断焕发新活力的，正是吉林省政

协委员、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金水鹤温泉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杜微。

2018年，杜微投身酒店管理工作，凭着对服务行业的热

爱与敏锐的市场触觉，她以“家文化”理念为核心，深耕酒店

服务细节，推动企业不断向更高品质迈进。在她眼中，酒店

不仅是旅客暂歇之所，更应是身心安顿的“第二个家”。秉

持“善心、善念、善举”的初心，她提出“感恩、感动、感召”的

服务宗旨，从设施改造到服务流程，从员工培训到文化建

设，处处渗透着家一般的温暖。

几年间，金水鹤酒店完成了一系列硬件升级，引入智能

化系统，优化温泉浴场环境；同时通过制度建设和培训提升

员工专业素养，服务质量稳步提升。酒店年接待游客逾万

人次，承办婚宴、会议近千场，品牌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双双

跃升，在长白山区域酒店业中树立了鲜明标杆。

杜微深谙文化是酒店灵魂。她将地域元素融入酒店空

间设计与服务细节之中，打造出一份具有“长白山印记”的

独特体验。“我们希望客人不仅住得舒服，更能感受一种文

化的温度。”她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扶持。近年来，长白山管

委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无论是

税收减免、融资支持，还是人才引进与政策指导，都为金

水鹤酒店的成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政府是我们坚

实的后盾，有力的扶持让企业更有信心去创新、发展。”杜

微坦言。

作为政协委员，杜微将履职尽责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

积极参与旅游和文化相关领域的调研和建言，围绕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等方面提出务实建议。她还不

断参与各类行业交流活动，努力为企业拓宽视野、寻求合

作，为推动吉林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营企业家的智

慧与担当。

“未来，我会继续深耕酒店业，把‘家文化’做得更深更

细。”杜微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爱上长白山、

记住金水鹤。”

从一间客房的灯光到一个产业的发展，从服务理念的

革新到文化价值的传递，杜微用行动诠释了一位民营企业

家的责任与情怀。

杜微：

用“家文化”打造温情酒店新样本
本报记者 孙寰宇 周凯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马璐 实习生詹莎）今天，由孟

广顺任总策划、编剧，杭昕、牛士红任编剧，段国云任导

演，冯文娟、刘頔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炽热年

华》正式定档 6月 21日。该片以吉林本土女企业家真实

故事为蓝本创作，拍摄全程取景于我省，吉林市吉林大

桥、蛟河市多个场所、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场景都将在

片中呈现。

影片由鼎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鼎级影业（北京）

有限公司出品，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作为支持单位，

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摄制，华夏电影发行

有限公司发行。影片讲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东北小

城，女大学生吉会英（冯文娟饰）遭遇家庭变故后，毅然踏

入男性主导的煤炭行业，一路打拼成为“商业女王”。面对

时代变革的洪流裹挟着职场挑战、家庭矛盾与情感纠葛

汹涌而来，她以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总有一天，我

要和你们坐在一张桌子上谈生意”，展现出打破命运桎梏

的强悍决心。

据了解，该片直击原生家庭创伤、婚后经济困境、职场

性别歧视等现实痛点，用主人公的奋斗之路，为每一位在

困境中拼搏的女性注入底气。5月22日，该片在抖音上放

出的预热短视频引发关注，获逾2000万播放量和超4.5万

点赞，强势登上猫眼抖音话题榜TOP3。

“虽然我们团队是首次与吉林合作，却收获了来自吉

林各级相关单位、部门的鼎力相助。”回忆起拍摄过程，该

片总策划兼编剧孟广顺表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

吉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的支持下，主创团队深入矿区实景

拍摄，将20世纪 90年代东北工业转型期的时代烙印与个

体命运紧密相连，赋予故事强烈的现实穿透力。“吉林的影

视资源很丰富。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深耕东北题材，并

考虑在吉林注册影视公司。”孟广顺说。

全程在吉取景拍摄

现实题材电影《炽热年华》定档6月21日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张宽）今天下午，吉林体育学院

在临河校区学术活动中心举行了“律动廉音 体苑清风”廉

洁文化专场文艺演出，全校教职工和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

同观看演出。

演出紧扣“廉洁”主题，分为《鉴往知来》《碧水丹心》《清

风扬帆》三个篇章，创新融合了舞蹈、朗诵、合唱等多元艺术

形式。通过生动的表演，诠释了廉洁的丰富内涵，将廉洁的

价值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观众。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师生们沉浸在这场别开生面的演

出之中。教职工代表李文博说：“这样的活动意义重大，为

校园注入了满满的清风正气。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

廉洁自律准则，为学生树立榜样。”

本次演出主题鲜明，寓教于乐，让全校师生深刻认识

到廉洁是做人做事的立身之本。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持之以恒地推动全校师生学

纪、知纪、明纪、守纪，把廉洁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

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吉林体育学院举办廉洁文化专场文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