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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吉林省“氢动吉林”行

动启动项目，国家电投大安风

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

目建设目前已接近尾声，正式

进入设备联调联试阶段，投产

后，项目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的绿氢制绿氨项目。图为该项

目化工厂区。

金国华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本报7月8日讯（记者王学新）今天，第十

二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启动活动在图们市图

们江广场举行，吉林省一年一度的市民文化

盛事正式拉开大幕。本次活动由吉林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主办，吉林省演艺集团、

延边州委宣传部、吉林省歌舞团、图们市委宣

传部、图们市文广旅局承办，广大群众汇聚在

图们江广场上共享这场文化盛宴。

启动活动现场，举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省歌舞团、延边歌舞团与图们市本地文艺团

体联袂献艺，演出分为《时代浪潮 奋进吉林》

《幸福生活 活力绽放》《万家灯火 共绘明天》

三个篇章，涵盖舞蹈、歌唱、器乐、杂技、走秀

等多种艺术形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演出在舞蹈《盛世欢

歌》的优美舞姿中拉开序幕。女声重唱《美丽

富庶的延边》、歌伴舞《红太阳照边疆》、长鼓

舞《图们江鼓声》等具有鲜明朝鲜族特色的文

艺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歌伴舞

《东北的冬东北的情》旋律欢快、节奏鲜明，具

有浓郁的东北民间音乐风格，不仅唱出了东

北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还表达了东北人

民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热爱之情。

图们市组织小朋友们表演的儿童舞蹈

《童心颂党恩》以“童心”为桥梁，帮助观众透

过孩子的表演重温峥嵘岁月，完成了一场跨

越年龄的情感共鸣。图们江合唱团带来的男

声小合唱《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歌曲

旋律激昂又不失深情，将军人为了国家和人

民甘愿奉献、牺牲小我的崇高精神展现得淋

漓尽致。图们市旗袍协会表演的旗袍走秀

《江南之南》，以江南水乡为灵感源点，将旗袍

这一传统服饰与江南的温婉风情完美融合，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东方韵味与文化内涵

的视觉盛宴。图们当地民间文化力量的广泛

参与不仅进一步提升了节目的精彩程度，还

体现了群众文化的多姿多彩和兴盛繁荣。

器乐《唐音乐舞》以其磅礴的气势与深厚

的文化底蕴，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艺

术盛宴。杂技《巧手抖空竹》凭借灵动的技巧

与震撼的视觉效果，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大

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爱我中华》、歌伴舞《为

祖国放歌》，以饱满的情感与恢弘的气势，奏响

了一曲曲礼赞党、歌颂祖国、致敬时代的动人

乐章，引发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也将现场氛

围推向高潮。“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

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灿烂的中国梦，灯火荡

漾着心中的歌……”在歌伴舞《灯火里的中国》

的歌声中，精彩的演出落下帷幕。图们市干部

方艳慧说：“演出非常精彩，看得很过瘾，我们

将以此次演出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文化润边，

推动边境地区文化繁荣发展。”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文化惠民环节，开展

了送书法活动，省书法家协会11位书法名家

现场书写作品赠送给市民；向现场观众赠送

了民生读本；在图们市文化馆，对广场舞爱好

者进行了培训；活动还将为图们市榆基村等

17个边境村，分别配备价值2万元的文化活动

用品；晚上在图们江广场放映了电影《战狼》。

据悉，本届市民文化节以“百姓大舞台、

人人都出彩”为主题，积极搭建群众自我展示

平台，让广大群众“唱起来”“跳起来”“演起

来”“赛起来”，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活动的参与

者，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通过推动群众

性、自发性活动，提升市民文化素养，繁荣地

方文化。长春市将开展群众秧歌赛，吉林

市将开展广场舞展演，延边州将开展百姓

大舞台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白城市将开展

群众自办小剧团演出，辽源市将开展群众

舞蹈展演……7月到9月末，省、市、县三级联

动，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书法美术作品展、文

艺演出、展览展示、歌咏比赛等1000余场活

动，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增强广

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第十二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正式启动

清晨，长春市九台区卡伦湖畔的吉林省田野泉酿造有

限公司厂区，上万口覆盖着白布的酱缸整齐列阵，守护着传

承300年的满族制酱秘方。当记者掀开其中一口酱缸的白

布，红褐色的酱体在阳光下泛着油润光泽，复合型酱香直冲

鼻腔——这是微生物在300个昼夜中创造的味觉奇迹。

车间里，工人们正将经过四层塔选的东北非转基因大豆

倾入蒸煮锅，乳白色的蒸汽混合着豆香弥漫整个车间。在田

野泉，这套遵循自然的酿造工艺已延续二十余年：每年四月初

八燕归时投料，待寒冬来临前封缸，经历整整300天的日晒夜

露后发酵成熟才灌装。

在代表性传承人刘国彦看来，守护非遗不等于固守传统。

在发酵区隔壁的智能化车间，全自动灌装线正以每小时63000

袋的速度封装酱料，机械臂将成品整齐码垛。“这是我们的专

利自动搅酱机。”她轻触控制屏，展示着融合现代生物技术的

菌种扩培工艺，“既保留人工打耙的力道节奏，又实现酱料人

员零接触。”这道技术攻关让企业通过ISO22000食品安全认证，

更成就“零添加防腐剂”的行业典范。

实验室里，技术人员通过理化实验分析酱体氨基酸含

量。墙上挂着的发明专利证书显示，企业通过与吉林农业大

学合作开发的“基于纳豆芽胞杆菌诱变株为优势菌系的大豆

酱及制作方法”，成功缩短发酵周期，同时提升酯香物质含

量。这项突破让大豆酱在保留传统风味基础上，呈现出更红

润的色泽和柔和的后味。

当万口酱缸同时沐浴夏日阳光时，电商仓库里的打单机

正飞速吞吐订单。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线上卖出820万

袋，最远的订单来自新疆喀什的牧区帐篷。”而在线下，贴着

“田野泉”标识的货车正驶向大连港——那里有即将发往日韩

的集装箱，还有漂洋过海销往美国和加拿大的“乡愁包裹”。

从最初单一的大豆酱，到如今开发出香辣酱、酱缸黄瓜等

20余种产品，田野泉的蜕变印证着传统产业的升级之路。在

新建的观光走廊，游客不仅能观摩万缸齐晒的震撼场景，还能

在体验区亲手制作酱块。这种“非遗+工业旅游”的模式，正让

300年的酱香穿越时空，飘向更远的远方。

夕阳掠过卡伦湖面，为上万口酱缸镀上金边。在机械臂与

木耙共舞的厂房里，在实验室仪器与传统酱缸的对话间，非遗技

艺与现代科技完成了一场历时300天的发酵。当“老字号”在智

能化生产线上获得新生，当东北农家酱通过跨境电商走进纽约餐

桌，这场始于酱缸的味觉征途，正为传统食品工业写下希望

的注脚。

田野泉大豆酱的300天发酵之旅
本报记者 任胜章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无数革

命志士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筑就保家卫国的

钢铁长城，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

史诗。老兵孟繁德就是这支英雄队伍中的代表。

日前，记者在长春市采访了孟繁德。已

经98岁的孟老听力不太好，但依旧精神矍

铄、思维清晰，说起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老

人记忆犹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当时年仅10岁的

孟繁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敌人在中国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仅在我们村就有6名村

民遇害。”回忆起往事，孟老语气沉重。受抗

日骨干父母的影响，孟繁德在11岁那年参加

了山东省长山县儿童团，并担任团长。“从那

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赶走日本侵略

者，让乡亲们都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

尽管年纪小，孟繁德和小伙伴们都毅然

投身抗日宣传工作。“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想

到不把侵略者赶出去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就

更加坚定了为抗战出一份力的决心。”孟繁德

说。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带领小伙伴走几十

里的山路，穿越日军和汉奸设立的重重关卡，

到附近村庄、乡镇传播抗日救国歌曲，将爱国

抗日精神传递给父老乡亲。

1940年10月，13岁的孟繁德毅然报名参

军，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在反“扫荡”的间

隙，孟繁德和战友们争分夺秒学习各类医疗

知识。“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居住在卫

生训练队搭建的木棚里，靠火把照明，用木头

铁丝制造各类医疗器械。”回忆起那段岁月，

孟繁德感慨万千。尽管学习生活环境艰苦，

大家都咬牙坚持着。经过3个月的刻苦学

习，孟繁德掌握了战场救护知识，被分配到清

西军分区野战所担任卫生员。这位少年卫生

员，就此踏上了救死扶伤的征程。

随着抗日力量的逐渐壮大，日军开始集中

优势兵力攻击我军抗日根据地，企图阻止我军

信息联络，孤立我军，进而逐个击破。在一次

反扫荡中，孟繁德所在的军区医院被日军炸毁，

很多在那里就医的战友再次被炸伤，情况非常

危急。这时候，他主动请缨，前后两次穿越敌

人设置的严密封锁线，与战友们步行几百里，

一起用担架把伤员送到军区总医院，确保伤

员们得到及时救治。“这次任务非常艰险，当

时心里是害怕的，但对部队的感情、对战友的

情谊让我坚持下来。”提及峥嵘往事，孟繁德

仿佛又回到了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又回

到了与战友们生死与共、情同手足的岁月。

1945年2月，历经战火洗礼的孟繁德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在一场战斗

结束后，孟繁德和战友们得知日本无条件投

降的消息，“那一刻，我们都哭了，心里满是激

动和感慨。”孟繁德回忆说，那段艰苦卓绝的

抗战岁月，成为他永生难忘的记忆。

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战事异常

激烈。时任看护长的孟繁德在距前线200米

处设立卫生救护所。“敌人的飞机进行地毯式

轰炸，卫生救护所塌了半边，我被埋在废墟里

面。”被战友救出时，孟繁德全身负伤30多

处，膝盖肿得厉害，右膝和腰椎严重受伤。“那

时候顾不上那么多，只想着救人要紧。”孟老

指着右膝回忆道。

1948年解放鞍山战役中，孟繁德带领担架

队抢救伤员时遭遇炮击。“刚出院墙门口，一颗

炮弹就落到了跟前，左脚被炸得血肉模糊，小腿

也受伤了。”孟繁德腿中的弹片直到在长春历经

三次清创才取出，如今只能依靠拐杖走路。

岁月流转，如今98岁高龄的孟老保持着

规律的生活，坚持养花种树、读书看报。尽管

行动不便，但他持续学习的习惯从未改变。

在采访中，孟繁德这样说：“我只是一名普通

的战士，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尽的责任与义

务。”正是千千万万像孟老这样英勇的军人浴

血奋战甚至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和平与安

宁的幸福生活。

“如今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希望青年一代珍

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牢记党的嘱托，努力

工作、努力学习，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老兵孟繁德：

以 血 肉 之 躯 架 起 生 命 桥 梁
本报记者 王艺博

本报讯（记者叶爽）炎炎夏日，位于松原市乾安县的华能

乾安四海20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机械轰鸣、

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顶着高温进行原有道路平整、场地勘察

作业，全力冲刺年底投产目标。项目自6月16日开工以来，建

设步伐持续加快。

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亿元，选址于乾安

县余字乡、让字镇、乾安镇及腾字种畜场区域。依托当地优越

的风能资源，风电场计划安装32台单机容量6.25兆瓦的先进

风力发电机组。机组叶轮直径达200米，轮毂高度115米，可高

效捕获稳定风能。项目技术负责人介绍，针对乾安冬季严寒特

点，机组采用低温抗冻设计，并结合当地风能集中分布于西南

方向的特点优化布局方案，以提升发电效率。据估算，项目年

上网电量约6.4亿千瓦时，年均等效满负荷运行3273小时。

在着力提升清洁能源开发效率的同时，项目将生态环境

保护贯穿建设全程。施工期间采取作业面洒水抑尘、砂石料

苫盖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升压站配备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可用于场区

绿化浇灌。

“我们紧扣国家‘双碳’目标，积极将当地风光资源优势转

化为绿色发展动能。”华能吉林清洁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乾安分

公司负责人还表示，该项目是乾安县规划的40万千瓦风电项

目的首期工程，对推动当地能源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项

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3亿元。

目前，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现场负责人介绍，施工总

进度计划5个月，下一步将重点进行风机基础施工和升压站

主体建设，确保工程优质高效推进。“我们将全力以赴，力争项

目早日建成并网，为吉林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

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该项目负责人说。

华能乾安四海20万千瓦风电项目稳步推进

本报7月8日讯（记者张政 付林楠 姚思琦）今天，由吉林

省体育局指导，吉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吉林省旱地冰

球协会、长春市二道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长春力旺实验学校

协办的“奔跑吧·少年”2025年吉林省青少年旱地冰球锦标赛

暨吉林省青少年校园旱地冰球联赛总决赛在长春力旺实验学

校激情开赛。

本次比赛为期两天，汇集了来自全省48支优秀代表队近

700名青少年旱地冰球队员参赛。比赛项目设置了U8、U10

（甲、乙级）、U12（甲、乙级）、U14六个组别。赛事旨在深化体

教融合，为更多的青少年旱地冰球爱好者搭建展示技能的平

台。比赛现场活力四射，参赛选手们顽强拼搏，以高昂的斗

志、高超的球技，展现了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与团队协作

精神。

吉林省旱地冰球协会校园委员会秘书长卢秀艳介绍：“旱

地冰球作为一项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运动项目，已在全省中小

学校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目前全省已有百余所学校将旱地

冰球新兴体育项目纳入日常体育教学、课后服务和社团活动

中，这将对促进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

时也为吉林省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

东北师范大学通化实验学校旱地冰球教练员李航表

示：“本次旱地冰球锦标赛、联赛总决赛选派学校社团代表

队参赛，对孩子们来说，既是提升也是挑战。参赛队员们不

仅感受到了比赛的快乐，在经验和技战术水平上都会有很

大提升。”

吉林省青少年旱地冰球锦标赛开赛

近年来，我省政务服务质效持续提升，为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破除了壁垒、注入了活力，

既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便捷高效，也增强了

经营主体的发展信心，已成为全省优化营商

环境的核心引擎。

热点服务在线速办

“一网通办”更有温度

走进长春市宽城区政务服务中心，记者

看到前来大厅办事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一

网通办”服务区，工作人员正在通过自助电

脑，细致耐心地指导群众办理业务、解释办事

流程。现场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每天平均有200位群众来这儿自助办

事，像食品经营备案、营业执照变更等这些办

理较多的事项，近8成都能在电脑端完成。”

工作人员刘影一边协助群众操作食品经营备

案流程，一边介绍道，该中心目前配备了18

台自助电脑、10台打（复）印机，还有9名“一

网通办”指导人员，可以为群众提供从登录到

材料上传的全流程服务。“昨天仅打印复印，

我们就为群众提供服务80多次。”刘影说。

“省政数局会同各地各部门，聚焦服务集成、

流程再造、应用便民，深化政务服务‘极简改革’，

进一步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大力推

进‘一网通办’，逐步打通政务服务的链路和纽

带，让‘办事像网购一样便利’。”省政数局政务服

务监督管理处处长张岩松向记者介绍，省政数局

在推动政务服务规范化方面，加强政务服务平台

网上统一受理端建设，支持省市县共用，聚焦128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开展规范化标准化便

利化梳理，充分依托现有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行

业业务系统拓展功能，推动残疾人两项补贴、失

业登记、客运车辆年审等28个原本分散在11个

不同系统、网站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统一整合到

“吉事办”，避免重复建设，实现电脑端、移动端“一

网通办”；在推动掌上服务多元化方面，精准聚焦

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及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需

求，依托“吉事办”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有温度的

便民服务体系；在推动线上线下渠道融合方面，

统筹线上线下，提升线下办事能力，依托各级政

务服务中心，完善“一网通办”自助服务区建设，

同时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谁能办、怎么办、去哪

办、咨询谁、咋投诉”等热点关切，组织相关部门

用百姓语言编制“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新版办

事指南152份，持续强化线上辅导帮办能力。

“我们的目的是既要让能办的事好办易

办，更要把该办的事、难办的事高效办成，把

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解决好，努力实现‘一网

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助力我省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张岩松说。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不用来回折腾，手机上就能办年审，省

时省力又省钱！”近日，在外地跑货运的长春

司机李师傅，通过“跨省通办”平台顺利完成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车辆年审，切实感受到了

政务服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近年来，省交通运输厅深入贯彻落实交

通运输部、省政府关于“跨省通办”工作部署，

推动20余项道路运输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跨省通办”，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目前，我省已全面实现道路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补发、换发、注销、诚信考核，普通

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网上年审，道路运输证相

关业务办理，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以及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

电子证照申领等高频事项‘跨省通办’。”省运

输管理局科技信息科科长李建华说。截至目

前，全省累计办理相关业务42万余笔，业务

办理成功率超99.5%，真正实现“网上申请、

网上审核、结果获取”全流程在线办理，彻底

解决道路运输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异地办事

“折返跑”难题。

从“多窗跑腿”到“一网通办”，从“折返

跑”到“跨省通办”，我省坚持以改革的思路

破解发展中的难题，以政务服务质量“一优

再优”，助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

我省以一流政务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邱国强 邹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