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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通过优化司法服务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切实

让企业感受到“维权有路、发展有护、创新无忧”

的法治温度，为新时代吉林振兴注入强劲法治

动能。

“双核驱动”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新
高地

我省检察机关依托长春智慧法务区的战略

区位优势，设立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中心与营商

环境协同服务中心，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优化营

商环境方面成效显著。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中心

构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营商环境协同

服务中心通过“一站式”窗口与“绿色通道”提升

涉企案件办理效能，有力护航企业发展。“长春

市检察院通过与长春市法学会合作设置首席法

律咨询专家办公室，与长春市知识产权局合作

设置知识产权检察技术调查官办公室。目前，

‘两中心’已逐步呈现出融合一体、相互呼应的

法律服务矩阵。”长春市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部

副主任龚平说。

“坚持‘人工智能+’赋能‘两中心’的数智检

察展示中心，以交互式、信息化方式展示智慧检

务。”龚平向记者介绍，长春市检察院自主研发

并运行的大数据企业涉险自检系统，整合了法

院、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信息资源，根据企业

经营类别生成问答题，扫码同步生成自检报告，

为企业提供法律风险预警、规范和案例指引、内

控参考等服务，帮助企业及时堵塞经营管理漏

洞。目前，已经为100余家企业提供了涉险自检

报告，得到企业家的普遍欢迎。

在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服务企业月期间，

长春市检察机关邀请企业家走进长春智慧法务

区，组织开展汽车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建筑招投

标领域等检企行普法宣讲会10余场。邀请办案

检察官、行政机关专家结合具体案例，为企业家

带来干货满满的普法课。

未来，我省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以法治护

航发展，以检察助力智慧法务，通过“两中心”为

长春智慧法务区提升司法效能，助力长春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为东北振兴贡献检察力量。

法企协同联动 共护营商环境

为了更精准地对接企业需求，更高效地化

解涉企纠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并实践

“法院+工商联”协同共联的“法企共建”新路子，

打造“司法指导、商会牵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

商事解纷模式，共同守护营商环境。

双方签署了《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保障

民营经济发展的合作协议》，建立了“一周一联

络、一月一会商、一季一分析”的常态化协调会

商机制，实现信息实时互通。

“这就像在法院和工商联之间架起了一座

立交桥，企业的诉求能第一时间传递过来，我们

的司法服务也能精准直达。”长春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三级高级法官聂莹表

示。去年，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高效受理并圆

满解决了市工商联转办的7个具体问题，认真研

究采纳了3条宝贵建议，真正实现了从“企业找

法”到“法护企业”的转变。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搭建了司法释明中

心，实现全周期助企解纷。通过充分发挥“法

院+工商联”在诉源治理、多元调解中的优势，为

诉讼当事人提供门槛更低、诉累更少、保障更及

时的司法服务，让更多企业快速、低成本地解决

纠纷，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发展中。

今年6月份，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释明

中心高效化解了一起涉外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某公司为被告提供测试服务，却拒绝支付

尾款，原告催要了两年时间，被告始终拖欠不

给，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调解员决定采取线上

调解方式，组织双方逐一核实证据，说明各自应

尽的权利义务，引导双方理性协商。在调解员

的不断沟通、悉心调解下，被告最终承认欠付尾

款事实并一次性履行，长达两年之久的“尾款拉

锯战”画上圆满句号。

送服务、找通道，不断探索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新路径。2025年上半年，全市两级法院司

法释明中心累计接待当事人4551人次，调撤案

件1519件。

我省以优质司法服务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董鹏宇 王焕照

夜幕降临，微风轻拂，长白山恩都里灯火

璀璨。

沿街传来悠扬的民谣，让人忍不住驻足

一探究竟。在阿布卡“跳天池”满式民谣酒

馆，来自沈阳的游客沈宁正静静聆听。一曲

用满语演唱的民谣，如涓涓细流般流入耳畔，

带着古老的韵味和浪漫气息。

“我特别喜欢民谣，没想到在长白山下，

也能听到这样扣人心弦的音乐。”沈宁感叹

道。曲终人未散，余音绕梁，拨动了游客的

心弦，也让长白山的魅力，在旋律中悄然沁

入人心。

走进街角的“山礼文创”馆，艺术气息扑

面而来。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作品

令人目不暇接。来自福建的游客卓君手里还

拎着刚买的文创产品，脸上带着兴奋：“真没

想到长白山还有这么有格调的地方！以前对

长白山的印象，只是自然景区，这次发现它不

仅吃住游品质在线，文化艺术的深度也让人

眼前一亮。”

走在恩都里的街头，身着满族传统服饰

的演员载歌载舞，民俗表演、民族舞蹈让游客

们驻足观赏。杏花堂、贝勒爷火锅、霸王茶

姬、三只松鼠等 20余家首进品牌店人气爆

棚。长白山首家中医药养生主题民宿，也吸

引不少游客在此寻求身心疗愈的慢生活。

夜色愈深，热闹愈浓。50余家特色商铺、

16家创意餐厅、近500间中高端民宿客房错落

分布。在9000平方米美食空间里，东北风味、

地道料理交织出一场舌尖盛宴。渔嫂烧河鲜

门前大排长龙，金星老柴火餐厅里座无虚席，

晋菜香气从杏花堂飘出，食客们赞不绝口。

“这里的新奇感，让人一走进来就忍不住

想要探索每一家店铺。”工作人员介绍，恩都

里汇聚的品牌中，20%是吉林省首店，30%是城

市首店，还有30%为本地首创。多元业态交

织碰撞，潮流与品质不断发酵，为游客带来前

所未有的消费体验。

生态之美与消费热潮在这里交融。漫步

街区，左岸水面上，水鸟轻拍涟漪；高处，长白

山杜鹃浅吟低唱；入夜，绽放的烟花点亮了长

白山的夜，也照亮了当地旅游经济繁荣发展

之路。这个夏天，恩都里用丰富多元的文旅

业态、首发经济的蓬勃活力，为长白山赋予了

别样的时尚面孔。

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恩都里正以丰富多元的业态解锁消费

新可能，预计年引流游客超百万，成为长白山

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今夏，在天池

盛景之外，游客们正开启一场品质与新潮交

织的旅程，让“快旅慢游”的惬意在这里成为

现实。

长白山恩都里：

夜 色 里 的 浪 漫 与 新 潮
本报记者 孙寰宇 张楠

本报讯（记者曲镜浔）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该厅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成的全省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于6

月末正式启用。该平台有效推动了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从“分散化”向“集约化”转

变，促进“不动产”充分流动，让全省资产资源

统筹配置迈入智能化、共享化新阶段。

记者了解到，此次全省调剂共享平台的启

用，是我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领

域一项系统性改革，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一项有力工作举措，打破

部门、区域、层级间的壁垒，实现了行政事业单

位闲置富余、低效运转资产在全省范围内统一

发布、精准匹配和高效流转，梯度使用，物尽其

用。借助这一平台，今年7月初，省财政厅将省

直部门价值22.84万元的22套计算机、打印机

等设备得以精准调剂至长春市3所基层中小学，

有效缓解了基层学校教学设备短缺难题。

据介绍，该平台通过资产清查和“五确”，

将省市县三级低效运转、长期闲置资产信息纳

入，通过统一数据平台、统一工作模式、统一管

理标准、统一规范流程，促进资产管理从“各自

为政”向“全省一盘棋”转变，力求实现国有资

产使用和处置效益最大化；依托调剂广场等三

项信息化功能，有效撮合供需双方信息，对资

产分类和标识化管理，智能精准匹配，提升调

剂共享效率；推动流程再造，将平台应用与预

算管理贯通协同，在预算编制和资产配置时

“以存定增”，资产处置时自动形成审批单，提

升资产全流程管理流畅性。

为确保平台顺利运行，省财政厅印发通知

部署推广应用工作，明确职责分工，编制操作

指南与工作流程图。同时构建起“财政牵头主

导、部门横向协同、市县纵向联动、全省整体推

进”的工作机制。经过各部门清查盘点，仅半

个月时间，平台已汇聚全省1460条资产调剂

共享信息，涉及房屋等多种资产，价值1.03亿

元，为推动资产跨部门、跨级次、跨区域调剂共

享，盘活再利用奠定坚实基础。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持续探索创新资源配

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益、降低运行成本的新路

径，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要求，

充分盘活存量资产资源，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再上新台阶。

让“ 沉 睡 资 源 ”焕 发 新 生 机
我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启用

走进位于东辽县足民乡的吉林省鼎胜沙棘种植有限

公司，阳光洒在2000余亩的沙棘种植基地上，一颗颗沙

棘果在枝头闪烁着光泽。农户林凤正手持修枝剪，熟练

地为沙棘树修剪枝条。

“这活儿得细致，剪去病枝才能让果子长得更旺。”林

凤笑容里满是对丰收的期待，“家门口就能务工，一个月

下来还能有3000多元收入，真的特别满足。”

这是吉林省鼎胜沙棘种植有限公司基地里的日常

一幕。

作为公司的“当家人”，总经理林魁穿梭于林间，随

手摘下一颗沙棘果放进嘴里，酸涩中带着清甜：“你别

看沙棘小，但是营养丰富，被称为‘VC之王’呢！”林魁笑

着介绍，从2015年开始小面积试种以来，到2017年深入

研究沙棘的药用和营养价值，再到2018年成立公司大

规模推广，经过10年的发展，这片土地俨然种出了“金

果果”。

眼下，基地即将迎来盛果期，除草、田间管理、剪枝，

基地处处是一派繁忙景象……

“9月沙棘果进入成熟期，我们就可以开始采摘了，

预计今年产量将实现2000吨。”林魁望着满山的沙棘树，

满眼憧憬。“我们摘下来的沙棘果经过加工后，制成沙棘

原浆、沙棘果汁、沙棘VC叶黄素酯压片糖果等产品，通过

线上线下销往长春、深圳、杭州等地，年销售额达2000万

元左右。”

产业振兴才能带动更多周边农户就业与合作，吉林

省鼎胜沙棘种植有限公司不仅让荒山坡变成“金山银

山”，更走出了一条“农户+企业”的致富路。“下一步我们

计划扩大种植面积，研发沙棘新产品。”林魁指着远处的

山坡，“我们将来还会进行林下养殖，沙棘猪、沙棘鸡项目

也会持续推进，打造全产业链绿色生态模式。”

夕阳西下，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农户们背着工具走在

田埂上，身后是一片片沙棘树，身前是金灿灿的致富路。

小小沙棘果变身致富“金果果”
本报记者 赵蓓蓓 实习生 姜雨佳

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

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

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篇章，抗战女兵郭先聪就

是其中一员。日前，记者在长春见到了105

岁的郭老。68岁的小女儿和70岁的女婿照

顾郭老的日常起居，小女儿深情讲述着老人

的战斗经历。

1920年，郭先聪出生于河南济源的普通

农民家庭，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一家

人的生活。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华北平原，

并大举南下，一时间烽烟四起。“那时候村里每

天都有人哭，今天谁家的儿子没了，明天谁家

的房子被烧了。”在小女儿的记忆里，母亲总说

那段日子“红得刺眼”——是鲜血的红，也是怒

火的红。“当时母亲就一个念头，要想过上好日

子，就必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938年初，年仅18岁的郭先聪悄悄离开

家，瞒着家人加入抗日游击队。因为上过私

塾，她被安排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向群众传播

党的抗日主张。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郭先

聪凭借女性特有的亲和力，深入到儿童群体

中开展抗日教育。她通过教唱爱国歌谣、讲

述英雄故事等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

抗日的种子。

随后，一场遭遇战成为老人终生难忘的记

忆。由于叛徒告密，郭先聪所在的游击队陷入

敌人重重包围。“那天，机枪和炮火的声音震耳

欲聋、响个不停。”小女儿数不清郭先聪曾经多

少次提及那场战斗的情景，“部队几乎全军覆

没，仅有少数人突出重围。”混战中，郭先聪被战

友藏到了磨盘底下才侥幸逃过一劫，但她的腿

部和腰部不幸中弹，鲜血流了一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追认抗日战争中的烈

士。在突围战中牺牲的19个同村战友一直让

郭先聪牵挂在心。“我一定要给他们作证，这是

我们活下来的人的责任。”小女儿至今依然清

晰记得母亲当时坚定的态度，“是战友们用生

命救了我，这19个老乡的样子，我闭着眼睛都

能回想出来。”

“回忆起抗战时期的经历，母亲最引以为傲

的就是自己骑着马、挎着驳壳枪驰骋战场的日

子，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是听着母亲的战斗故

事长大的。”小女儿红着眼眶说，“母亲一直教导

我们，和平年代更要把革命先烈的精神传承下

去，立足各自的工作岗位恪尽职守，用实际行动

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

老兵郭先聪：

烽 火 硝 烟 中 的 巾 帼 英 雄
本报记者 王艺博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7月 11日至 12日，“清爽吉

林·22℃的夏天2025年吉林省非遗市集”将登陆长春市

青怡坊云CAMP城市营地。此次吉林省非遗市集，由吉

林省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深度联动，依托吉林省

消夏避暑休闲季，以非遗交流为纽带，实现吉林与甘孜

非遗瑰宝的双向对话。以“舌尖、指尖、仁心”三大板块

为基础，践行“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传承理念，叠

加跨地域文化联动，融入创新模式，为夏日注入别样的

文化清凉。

“舌尖”非遗美食区聚集李连贵熏肉大饼制作技艺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鼎丰真糕点制作技艺（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长白山野生山葡萄酒酿造技艺（省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等共15项非遗项目，来自吉林省各地区

的代表性传承人也将现场制作美食，带大家品尝浓浓的

地域风味。

“指尖”非遗手作区涵盖传统技艺类、传统美术类

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8个。现场将展出长白山满族

剪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项目）、满族旗袍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项目）、彭氏微刻（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等，并通

过现场展示展销，让游客充分感受和体验各类传统

技艺的精妙。

“仁心”非遗养生区以传统医药类项目为核心，邀

请平氏浸膏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单氏

中医诊疗方法（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唐氏理筋手法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等6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到场，

为游客进行义诊。现场设有“单氏九仙养生茶”系列养

生茶现场品鉴，带大家体验传统中医药的魅力，感受中

医在现代养生中的智慧。

非遗市集中，还特别设置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非遗

展示区，通过“G331边境风景大道”与“G318川线”的文

化碰撞，实现两地非遗瑰宝的双向交流。

7月11日在甘孜展区将举行甘孜非遗、吉林非遗交

流会，共同探索跨地域技艺融合路径，为非遗的未来注入

兼具文化温度与市场活力的持久动能。此外，在吉林展

区将上演快闪、朝鲜族歌舞等表演，届时，藏族经典歌曲

将同台献艺，展现“非遗一家亲”的动人场景。

2025年吉林省非遗市集今日启幕

日前，长春新区传感器
产业园正在建设中，预计
2025 年末投入使用。建成
后将成为多领域传感器项
目集中区，推动区域产业
发展。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刘姗姗 实习生刘重奇 通讯
员谭士鹏）为全面提升长春至上海航线的运行效率与服

务品质，今天，长春龙嘉国际机场“长沪快线”正式启航，

吉林机场集团联合该航线最大份额承运人中国东方航

空，在长春机场T2航站楼举办了启动仪式。

吉林机场集团聚焦服务升级，为“长沪快线”旅客精

心优化全流程高效服务链。长春机场在T2航站楼出发

大厅A岛集中设置4个“长沪快线”专属值机柜台，让出行

起步即显高效。为实现服务的无缝衔接，长春机场开设

“长沪快线”旅客专属安检通道，登机阶段，通过科学调度

与资源统筹，力求为“长沪快线”航班安排便捷登机口，从

而打造出高频次、高品质的长沪空中通道，让旅客全方位

收获高效便捷的航空出行体验。

航班运力是快线高效运行的核心支撑。目前，长春

至上海航线（包含虹桥、浦东）日均计划航班量已达21

班，由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共同运营。密集的航班

布局实现了从早到晚各时段全覆盖，无论旅客是商务差

旅还是休闲度假，都能轻松匹配最优出行时刻，享受“随

到随走”的航班选择自由度，真正体现“快线”内涵。

本次“长沪快线”的打造，是吉林机场集团落实民航

高质量发展要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举措。

吉林机场集团将持续关注快线运行品质与旅客反馈，动

态优化保障流程与服务细节，并计划将“快线”模式扩展

至其他航线，不断提升长春机场的区域航空枢纽辐射能

力与服务能级，为吉林全面振兴贡献民航力量。

长春机场“长沪快线”正式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