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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进行时

在延吉市三

道湾镇，有这样一

位退伍军人，他放

弃城市安稳生活，

毅然返乡创业，用

小小的蓝莓果，为

乡亲们铺就了一

条致富路，他就是

师立胜。

师立胜 2003

年退伍后，选择在

延吉市发展。经

过 10 年的不懈打

拼，他从一名普通

打工人成长为饭

店小老板。2013

年，他做出了一个

令众人不解的决

定——回到家乡

重新创业。“家乡

的政策鼓励农村

发展，我想为家乡

办点实事儿。”带

着这样朴素的愿

望，师立胜踏上了

返乡创业之路。

创业初期，师

立胜尝试种植木

耳，但因规模小，

效 益 并 不 理 想 。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丹东蓝莓种

植效益可观，便立即前往考察。凭借

敏锐的观察力和对家乡环境的了解，

他发现家乡林场众多、早晚温差大，

比丹东更适合蓝莓生长。于是，师立

胜果断开启蓝莓种植之路。为掌握

种植技术，他一年7次前往丹东取经，

边学习边实践，不断扩大种植规模。

到 2020 年，他的蓝莓种植面积已达

200亩。

随着产量大幅提升，蓝莓运输受

时间限制的问题凸显。延吉市三道

湾镇政府得知后，为师立胜申请农业

专项资金，不到两个月，60 多平方米

的低温储存室顺利建成，有效解决了

蓝莓储存难题。此后，师立胜积极拓

展市场，与南方客户建立联系，将蓝

莓整车销往南方。

如今，师立胜的蓝莓产业蒸蒸日

上，年产量达 7.5 万公斤，产值近 300

万元。他不仅实现了个人事业的成

功，更带动了周边乡亲共同致富。在

政府 300 万元专项贷款的扶持下，他

还建起 18 栋温室大棚，开始种植反

季蓝莓品种，进一步拓宽了产业发展

道路。

从返乡创业时的迷茫，到如今带

领乡亲走向富裕，师立胜的故事，不

仅是个人奋斗的缩影，更是乡村振兴

战略下无数创业者扎根农村、奉献家

乡的生动写照。相信在师立胜的带

领下，延吉市三道湾镇的蓝莓产业将

不断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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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孕育万物，新政策激活动能。在吉林，一些曾隐匿于区域市场

的“小特产”，正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撬动外贸增长的“大支点”。

今年以来，长春海关立足地方产业特色，以政策创新为笔，以产业需求

为墨，在白山松水间勾勒出一幅特色产业与外贸发展同频共振的壮丽画

卷。

政策红利的精准滴灌、监管服务的创新突破，不仅破解了企业发展的

瓶颈，更推动着这些传统产业实现从“区域加工”到“全球布局”的跨越，书

写着吉林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松子产业的“蝶变密码”

从“边角料”到“金豆豆”

5月的梅河口，阳光明媚。长春海关举办“保税赋能 关促振兴”果仁行

业政策宣讲会现场，32家松子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这场覆盖全省的政策盛

宴，揭开了吉林松子产业“二次创业”的序幕。

“过去我们只知道埋头加工，对海关的加工贸易政策一知半解，没想到

里面藏着这么多‘宝藏’。”吉林弘越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孟繁伟的感慨，道

出了许多企业的心声。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长春海关备案松子加工贸易手册同比增长

250%，备案进出口值达4.73亿元，同比增长15.6%。

松子产业的增长，成为吉林外贸版图中的亮眼一笔，也标志着政策赋

能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

梅河口素有“世界松子加工集散地”之称，全球70%的松子在此加工。

但长期以来，产业面临“有规模无品牌、有加工无定价权”的困境。长春海

关的政策组合拳，正是瞄准了这一痛点。

在宣讲会上，海关聚焦加工贸易16条改革措施、深加工结转、内销便利

化等13项核心政策，为企业打开了新视野。例如，按集中内销原有规定，企

业办理集中内销需事前向海关办理备案手续。这次改革，进一步取消集中

内销备案手续，非失信企业只要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即可直接享受按季度

集中内销纳税便利。

“我们现在主要做进料加工，通过保税政策开展自主采购、全球分销。

长春海关一直鼓励我们公司提升内部信息化管理模式，积极探索深加工，

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梅河口市丁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丁宝江介绍道。

政策红利的释放，离不开海关监管的创新。针对松子易受潮、保质期

短的特点，长春海关开设松子出口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行“预约查验+

优先检测”模式压缩通关时长；将保税货物存放场所变更审批时效缩短至1

天，降低仓储环节货物变质风险；以“一企一策”指导企业构建原料监测、产

品加工、成品检验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强化产品核心竞争力。

酒精产业的“破冰之旅”

从“零突破”到“千万级订单”

在四平，吉林省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800公斤无水乙醇的顺利出

口，成为改写当地外贸史的关键一笔，为区域外贸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这是四平市首次出口酒精类产品，更意味着吉林玉米深加工产业叩开

了共建“一带一路”市场的大门。

“无水乙醇作为医药中间体，出口门槛极高。”公司外贸负责人刘文涛

还告诉记者，企业首次出口时面临质量体系不完善、检测流程不熟悉、口岸

通关不畅等多重障碍。关键时刻，四平海关成立的“酒精出口服务专班”发

挥了关键作用。

针对企业“零经验”的困境，四平海关创新实施“三提前”工作法：提前介入帮助完善质量体系文件，提前对接

检测机构优化流程，提前协调口岸海关建立“抵港直装”通道。这一系列举措，让出口周期比预期缩短20%，确保

了首单顺利交付。

“从产品归类到原产地证书办理，海关关员全程手把手指导。”刘文涛感慨地说。首单的成功不仅锁定了1.4

万吨后续订单，更让企业信心大增。预计全年海外销售额将突破9000万元。

四平海关的服务不止于“一事一议”，更着眼于产业生态构建。他们为重点企业建立“成长档案”，动态跟踪进

出口堵点，同时推动“关银企”合作，引入金融机构提供关税担保、跨境结算等服务。前5个月，四平市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3.9%，酒精产业成为新的增长极。

“我们正在探索向酒精下游产业链延伸，如绿色甲醇、新能源电池溶剂等，未来可能出口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公司负责人表示。海关的精准服务让企业看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柠檬酸产业的“跨越发展”

从“区域龙头”到“全球玩家”

在白城，今年前5个月柠檬酸出口额达7400余万元，同比增长187.1%，出口市场从12个激增至30多个。这

一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产能释放与白城海关的精准帮扶。

作为玉米深加工龙头企业，协联生物2023年落地白城，一期15万吨柠檬酸项目迅速达产。企业负责人介绍，

当地完善的农业产业链基础，为产能扩张提供了支撑；而海关的全流程帮扶，则成为了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的“金钥

匙”。

国际市场的技术门槛，是柠檬酸出口的最大挑战。欧盟对柠檬酸中的杂质含量、包装标识等有严格规定，东

盟国家则关注原产地证书的合规性。白城海关组建专项小组，为企业定制“双轨服务”。

一方面，面向企业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调查，常态化收集欧盟国家关于柠檬酸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提供

技贸政策解读及预警服务；另一方面，针对原产地证书申报难题，配备“一对一”联络员，帮助企业利用中国—东盟

等自贸协定，在进口国享受关税优惠，产品价格竞争力显著提升。

如今，包括柠檬酸在内的玉米深加工产品占白城市外贸出口总值的80%以上，成为稳外贸的支柱产业。

为进一步放大优势，白城海关推动“码上查”平台升级，新增“贸易救济信息”专栏，实时推送国外技术法规动

态。同时，通过“问题清零”机制，收集企业在原料进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的诉求，助力构建“种植—加工

—出口”全产业链生态。

协联生物负责人透露，企业正谋划建设柠檬酸二期项目，届时，柠檬酸年产量将达到40万吨。在海关的支持

下，未来企业的国际客户将不断增加，国际市场将得到持续拓展。

在白山松水之间，海关政策创新与精准服务，正为吉林特色产业注入强劲动能。这些承载着黑土地资源禀赋

的“小特产”，在企业创新驱动与海关制度保障的双重推动下，逐步显现出与全球市场深度融合的发展脉络。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与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吉林特色产业正朝着从“本土特产”到“世界品牌”的目标

稳步迈进。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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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曹 奕 记 者 刘 姗 姗）日

前，在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组织的公务

机业务研讨会上，长白山机场以专题

形式汇报公务机服务业务及发展规

划，深度参与行业标准建设与服务创

新研讨，标志着其公务机服务向标准

化、高端化迈出关键一步。

作为国内首个森林旅游机场，长

白山机场依托二期扩建后 12 个机位

（含 1 个 D 类机位）的保障能力，以及

距长白山西景区仅 15 公里的区位优

势，在会上提出“云端尊享·长白奢

行”品牌概念，重点推介“公务机+滑

雪”“温泉康养定制航旅”等特色产

品。这一融合长白山冰雪资源、温泉

康养及天池胜景的“航空+文旅”模

式，现场吸引多家协会会员单位洽谈

合作，初步建立同业沟通与产品联研

机制。

会议期间，行业专家围绕通用航

空政策、FBO 服务规范及安全运营管

理展开解读，为长白山机场完善公务

机全流程保障体系提供了方向。机

场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周边高端文

旅资源、FBO运营商及行业协会力量，

构建多层级合作网络，推动服务从基

础保障向定制化、特色化升级。

目前，长白山机场已通过机电管

控云平台实现设备智能调度与能耗

优化，为公务机保障提供高效、绿色

的运行环境。随着“航空+文旅”模式

的落地，长白山机场将进一步释放生

态与区位优势，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

扎实拓展
公务机服务市场

在长白山腹地，一座以原始生态为核心、以

地质奇观为底蕴的国家级景区正悄然崛起。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白河林业分公司红石

峰景区自2015年 6月成立以来，依托二道白河

镇红石林场2823公顷的广袤疆域，历时十年打

造出集自然探索、户外运动与科普研学于一体

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这座距二道白河镇仅35公里的原始秘境，

凭借3300万元的基建投入与2.064公顷的精心

规划，已成为长白山旅游版图中一颗璀璨的生

态明珠。

作为长白山地区唯一可实现旅游穿越的原

始景区，这里兼具国家地质公园与森林公园的双

重特质。这里保存着长白山区域罕见的原始红

松林群落，胸径超1米的美人松王巍然矗立，紫

椴、红松、曲柳等珍贵树种构成天然植物基因

库。更令人称奇的是，中华秋沙鸭、长白山青羊

等濒危物种在此繁衍生息，狍子、梅花鹿、野猪等

野生动物穿梭林间，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链条。

景区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打造出“四季皆

景、全时畅玩”的旅游体验。春日，漫山杜鹃与

冰凌花竞相绽放，绘就生机盎然的图景；夏日，

22℃的森林峡谷成为避暑胜地，镜湖皮划艇、森

林硫矿泉漂流等水上项目带来清凉刺激；秋日，

五角枫、白桦林层林尽染，构成30公里长的“红

叶走廊”；冬日，红石峰户外野雪公园开辟10条

专业雪道，雪地摩托穿越、雪圈滑行等项目点燃

冰雪激情。

红石峰的魅力远不止于自然风光。这里已

建成飞拉达攀岩、丛林穿越、森林骑行等专业户

外线路，新西兰滑板车赛道更添亲子乐趣；五道

白河蜿蜒而过，露营基地可体验“开窗见银河，

推门闻松涛”的野趣生活；野山参、灵芝等200余

种药用植物遍布林间，放山文化遗址诉说百年

采参传奇。2023年，景区荣膺国家级研学基地，

地质剖面、古树年轮、野生动物足迹成为生动的

自然教科书。

从原始秘境到旅游胜地，作为2016年全国

百家重点森林体验基地，红石峰正以“生态保护

优先、文旅融合发展”的战略定力，书写着长白

山旅游转型升级的新篇章。这座承载着地质史

诗与生命奇迹的自然博物馆，正敞开怀抱迎接

世界各地的探索者，共同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图景。

来长白山脚下，开启一场地质穿越之旅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日前，白城海关关员赴吉林协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出口柠檬
酸现场监管。

四平海关关员深入企业实验室中心，指导企业进行原料检测，帮助
企业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追溯系统。

通化海关关员在松子加工企业开展保税核查作业。

记者手记

当梅河口松子企业通过加工贸易政策实现全球采购分销，当四平酒精
运用“三提前”工作法完成首单出口，当白城柠檬酸凭技贸预警服务将市场
拓展至30国时，记者在现场捕捉到了一个共同的精彩画面：政策文本上的
铅字，正化作产业升级的齿轮。

这不是简单的“政策扶持”叙事。长春海关取消松子集中内销备案，直
接为企业释放季度纳税资金活力；四平海关创新通关举措，将酒精出口周期
压缩20%；白城海关通过技贸措施预警与原产地证书服务，把欧盟技术壁垒
转化为产品竞争力——187.1%的柠檬酸出口增速，这一切正是政策精准落
地的直观印证。

案例背后，一条发展逻辑链清晰可辨：黑土地的资源禀赋是产业根基，
海关政策创新是打破区域壁垒的“破壁工具”，企业创新动能则为核心引擎。

从松子产业4.73亿元的进出口值，到四平外贸343.9%的增速跃升，数据
攀升的本质，是“制度创新+市场活力”的双轮驱动，正是这一点，打通了吉
林特色产业“本土”与“世界”的连接通道，一步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参与全
球竞争的硬核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