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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笔记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黄鹭 王堡增）今

天，第22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第七届中

国一汽红旗嘉年华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

强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

亭致辞。

本届长春汽博会与中国一汽红旗嘉年

华同时举办，共设置4个整车展馆、3个特色

展区、2个互动体验区和1个室外展区，汇聚

了全球主流车企和新势力知名品牌，包括红

旗“天工”系列在内的多款全新车型重磅亮

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黄强、胡玉

亭一同巡馆，与前来洽谈采购事宜的俄罗斯

经销商亲切交流。黄强说，80年前，中俄两

国人民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

相互支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愿与俄

罗斯企业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开拓广阔汽车

市场。黄强、胡玉亭来到一汽红旗、一汽奔

腾展位，详细了解技术创新成果，饶有兴致

地观摩新车型，希望中国一汽加强与吉林省

在“十五五”规划上的深入对接，携手壮大汽

车产业集群，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在一汽大

众、一汽奥迪展位，黄强表示，德国大众与吉

林省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在中国消费者

心目中，大众、奥迪是高品质的象征。希望

德国大众把更多研发力量放在吉林，让更靠

近市场的人来做决策，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

加丰硕成果。比亚迪、鸿蒙智行、理想等展

位人头攒动，多款新能源车型引人瞩目。黄

强说，当前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劲，我们

欢迎更多新能源车企来吉林投资兴业，希望

企业之间加强协作、相互促进，避免“内卷

式”竞争，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繁荣汽车市

场。展会上一款无辐式氢能两轮车造型前

卫、充满科技感，黄强鼓励企业在氢能应用

领域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更好引领消费潮

流。黄强还慰问了现场安保人员，叮嘱他们

加强防范、守牢底线，确保展会安全。

胡玉亭在致辞时指出，本届长春汽博会

暨红旗嘉年华，以“新质领跑未来”为主题，

集聚118家知名车企和各界嘉宾，共同领略

红旗新风采、搭建合作新桥梁、分享产业新

机遇，必将有力推动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

展，为吉林振兴新突破、国际汽车城建设注

入新动力。当前，全球汽车产业迎来新一轮

变革，吉林将和中国一汽共同扛起民族汽车

品牌振兴旗帜，以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为

方向，打造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希

望中国一汽持续攻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

强产品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谱写中国一汽

“勇立潮头、永争第一”新篇章。希望国内外

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科研机构和专业人士，

共享吉林振兴机遇，把优质项目投向吉林、

把先进技术带到吉林，助力吉林汽车产业登

上新台阶、创造新业绩。希望广大汽车消费

者支持中国一汽，让民族品牌迈出国门、走

向世界、享誉全球。

开幕式播放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专题片。中国一汽党委书记、董事长邱现

东，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理事会

会长徐念沙，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沈

进军致辞。

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开

幕式。省及长春市领导李伟、金育辉、王志

厚、王子联、高志国，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亦功，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国家有关行业协会

学会负责同志，日本驻华使节和俄罗斯、罗马

尼亚、老挝等各国商协会代表，俄罗斯汽车经

销商、参展商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第 22 届 长 春 国 际 汽 车 博 览 会
第七届中国一汽红旗嘉年华开幕

黄强宣布开幕 胡玉亭致辞

本 报 7 月 12 日 讯
（记者刘帅）今天，中国

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与长春市人民政府、

吉林大学在长春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

记、省长胡玉亭出席并见

证签约。省委常委、长春

市委书记张恩惠、省政府

党组成员金育辉，长春市

市长王子联，一汽集团董

事长、党委书记邱现东，

一汽集团总经理刘亦功，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田辉，

省政府秘书长刘伟参加

签约活动。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

一汽将在长春加大布局

新能源车型力度，投放红

旗品牌和一汽大众品牌

多款新能源车型，更好推

动民族品牌向上突破，为

吉林汽车产业加快迈向

新能源时代注入强劲动

能。中国一汽将与吉林

大学建立全面合作关系，

聚焦汽车产业发展深化

交流合作，在科技研发、

人才培养、产品推广与服

务等方面，形成校企产学

研紧密合作的长效机制，

不断增强中国一汽核心

竞争力、加快吉大“双一

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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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化市辉南县金川镇的金伯阳纪念广

场上，一座巍然矗立的雕像格外引人注目。

民族英雄金伯阳目光如炬，坚定地眺望着远

方，仿佛仍在守护着这片他曾经浴血奋战的

热土。

金伯阳1907年出生在辽宁旅顺，早年就

读于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1925年，金伯阳

考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场技工

养成所，成为见习生，同年加入共青团。他曾

在大连中华工学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参与

组织过1926年的福纺工人大罢工。1929年，

金伯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金伯

阳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

1933年7月，金伯阳受中共满洲省委派

遣，到磐石、海龙巡视，同时协助杨靖宇开展

工作。1933年9月18日，在杨靖宇和金伯阳

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正

式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金伯阳仍以省

委巡视员身份活动在独立师。在此期间，日

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围剿日益残酷。战斗

中，金伯阳机智勇敢、身先士卒，深受战士们

爱戴。中共满洲省委要求他在1933年9月结

束巡视，但面对未完成的工作，金伯阳毅然选

择留下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建立，

令日伪统治者惊恐万分。从1933年10月1

日开始，敌人调集12000余人的兵力，以磐石

游击根据地为中心，进行长达40天的“大讨

伐”。金伯阳协同杨靖宇领导抗日军民多次

粉碎敌人的进攻。1933年11月15日晚，金

伯阳在旱龙湾碱水顶子北部研究工作时，遭

到尾追的伪军袭击。金伯阳一面指挥部分战

士掩护，一面指挥部队突围。激战中，金伯阳

被子弹击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奋力支

起身体，从身上摘下带血的文件包，连同手枪

一起交给了身边的战士，说了一句“抓紧突

围”，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年仅26岁。

金伯阳的牺牲是东北抗日斗争的重大损

失。1935年，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称

金伯阳是“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新中

国成立后，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经历写入各

类党史书籍和革命教材，成为激励后人的精

神丰碑。

“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唯

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这首金伯

阳在1932年秋天写的抒情诗，如今镌刻在金

伯阳纪念广场的纪念碑上，与英雄雕像交相

辉映。这短短28个字，不仅是金伯阳短暂人

生的真实写照，更彰显出一位民族英雄的坚

定信仰和崇高追求。

金伯阳：甘将热血洒江山
本报记者 王艺博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日前，第十二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

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代表企业，中车

长客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高端产品实车亮相，全面展示中国

高铁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广泛关注。

本届大会上，中车长客带来了CR450BF动车组、超导电动

高速磁浮样车、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技术提升列车、高速综合检

测列车等重点产品，并通过沙盘、智慧屏幕等形式同步展示氢

能市域列车、市域D型列车等多款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其中，

首次亮相的超导电动高速磁浮样车成为焦点。

设计人员介绍，该列车采用高温超导磁体与轨道线圈间的

电磁感应实现无接触运行，具备安全、环保、高效、智能等多重优

势，设计最高时速可达600公里，填补高铁与航空之间的速度空

白。列车车体采用铝合金骨架和碳纤维复合材料，搭配轻量化

设计和流线型结构，有效降低能耗；支持5G通信与无人驾驶功

能，提升乘车智能体验。该样车的发布，将加速我国超导磁浮产

业链协同发展，推动高速轨道交通技术实现跨越式升级。

据悉，世界高速铁路大会由国际铁路联盟发起并组织举

办，此前已成功举办过十一届，现已成为展示和交流世界高速

铁路发展水平与成就的全球盛会，在全球高速铁路领域具有

重要影响。

中车长客携多款产品参加世界高铁大会

超导电动高速磁浮样车首次亮相

这个夏天，来吉林的滑雪场“爽”一下吧！

曾几何时，“忙一季，闲半年”是滑雪场的

行业无奈。而如今的吉林滑雪场，正借着山

地的风、森林的绿、花海的香，写就从“热雪沸

腾”到“绿野生欢”的突围故事。

近日，记者踏访省内多地滑雪场，见证这

片曾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如何在烈日下涌动

着别样的生机。

天定山：半小时生活圈里的
“山野休闲站”

7月 6日是星期天，“恨活儿”的记者一

行，趁着天还没大热，上午9点就来到天定山

滑雪场。

以为这么早，人气会差一些，没想到的

是——双轨滑车的轨道上，传来年轻人的尖

叫；新西兰滑板车的车轮碾过碎石路，沙沙作

响；兴奋的孩子们顺着彩虹滑梯往下冲，裤腿

卷到膝盖，小腿沾着草屑；欢笑的妈妈们举着

手机追拍，凉鞋踩过水洼，溅起一串小水花。

再乘坐缆车一路爬到山顶，山风送来些

许凉意。往下看，36个露营台呈阶梯式分

布在雪道旁的山坡上。最上层那顶灰色帐

篷旁，腾起一阵白烟——那是烤炉上的肉串

正翻面，油星子溅在炭火上，烟气混着肉香

往上飘。

长春市民周立东肩膀上满是汗珠，双手

正翻着滋滋冒油的肉串。“这地方好就好在省

心，帐篷、烤炉都是现成的，连串儿都能预

定。”他手指向山下，农家风格的民宿区嵌在

林间，“住得比酒店自在，开车半小时就到，周

末带娃儿来，啥也不用带。”

“入夏后周末基本‘一帐难求’。”景区工

作人员正给新来的游客指引营地，“好多家庭

是冲着‘拎包入住’来的，不用自己扛装备，开

车半小时就到，这便利劲儿就是我们景区的

底气。”

“底气”的背后，是对“距离”的精准算

计。当许多景区仍在比拼“网红打卡点”时，

天定山选择锚定“城市半小时生活圈”，把滑

雪场的山地优势转化为“家门口的诗和远

方”。它没有刻意造景，而是让雪道旁的山坡

自然生长出露营地，让缆车成为连接城市与

山林的便捷纽带——这种“不折腾”的智慧，

恰恰击中了现代人对“轻量化度假”的渴求。

松花湖：从雪道到云端的“日
出新体验”

7月7日清晨7时，记者一行驱车百余公

里，来到吉林市松花湖度假区。

置身大青山脚下，芳草萋萋，三叶草叶尖

的露珠晶莹滚落，记者精神一振，早起的倦意

一扫而空。

“住了三天，刚吃了早饭，打算坐缆车去山

顶。”来自大庆的李冉一家从酒店走出，“冬天来

滑雪，夏天来‘洗肺’，吉林的四季都让人惦念。”

红色缆车缓缓爬升，这条曾载着滑雪者

穿梭风雪的索道，此刻正把满身草木香的游

客送往青山之巅。

不远处，历亚琳正组织公司团建队伍玩“三

人两足”，“体验了草地滑车、真人CS，明天去看

‘青山日出’，凌晨出发，就盼着能遇上云海。”

一旁路过的小伙子晃了晃手机：“‘青山

日出’绝对值！你看这照片……”

草地另一端，真人CS场地的“枪声”从零

星渐至密集，迷彩服玩家猫在掩体后穿梭；草

地滑车轨道上，孩子们的尖叫顺着风飘出很

远…… （下转第三版）

从“热雪沸腾”到“绿野生欢”，是吉林对冰雪资源的重新架构，
是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滑 雪 场 里 的“ 夏 日 突 围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栾哲栾哲 赵广欣赵广欣 华泰来华泰来 石海君石海君

本报讯（记者张鹤）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促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群体。近年来，长春工业大学在促

进毕业生留吉就业和人才精准匹配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拓宽

毕业生就业渠道，全力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学校实施“一把手”工程，构建起“三个一”留吉就业工作

体系，成立了由党委书记、校长为双组长的留吉就业工作领导

小组，通过定期会议和调研督导，确保工作高效推进；将促进

留吉就业写入学校的“十四五”规划和综合改革方案，并制定

专项绩效评价实施办法，作出了举全校之力推进留吉就业的

系统安排；积极进行市场开发，坚持“吉”字头优先，通过“书记

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积极走访省内企业，拓展就

业岗位。据统计，每年学校领导班子走访省内企业100余家，

占全年走访企业总数的40%以上，拓展就业岗位近4000个，并

与省内9市州及梅河口市签署了人才合作协议；学校强化产

教融合，新增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材料化工等领域本科专

业，深入推进新工科建设，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吉林经济社会

发展，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这些创新措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学校毕业生留吉就业

率持续增长，连续5年保持在45%以上；设立的“书记、校长留

吉就业基金”每年发放20万元，累计已发放60万元，有效激励

了一线就业工作教师积极参与留吉就业工作的主动性。此

外，每年学校还会积极承办吉林省理工类人才专场招聘会、吉

林省高校服务大装备和新材料产业集群毕业生双选会、长春

市百万大学生留长双选会等各级各类留吉就业专场招聘活动

等，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创造机会。 （下转第二版）

搭好“供需桥”畅通“就业路”
长春工业大学多举措推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近日，由吉林化纤集团

联合东华大学、中材科技、时代新材、上海电气、北

京玻钢院等9家单位共同开发的“大丝束碳纤维及

复合材料规模化制造关键技术与大型风电叶片产

业化”科研项目成功通过专家组鉴定。鉴定结果

显示，该项目研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

大丝束碳纤维及其拉挤板材制备技术已经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

该项目通过一系列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了从

碳纤维原丝制备到超长风电叶片研制的全链条技

术升级。成功开发高规整度共聚物结构调控技

术、水相悬浮聚合技术及一体式大面径喷丝板技

术，保障了碳纤维原丝的均一稳定与高效连续制

备；攻克原丝高效预氧化碳化技术瓶颈，推动高性

能35K及以上大丝束碳纤维实现稳定量产；建立大

丝束碳纤维拉挤工艺仿真模型，同步开发专用高

效拉挤工艺与装备，实现拉挤板材的高性能批量

稳定生产；创新建立了材料—结构—气动一体化

叶片优化设计方法，开发结构体模块化预制与壳

体一体化成型工艺，构建全尺寸叶片性能精准高

效测定方法，成功研制出系列120米以上超长大型

风电叶片。

作为大丝束碳纤维及风电复合材料的研发生

产单位，吉林化纤集团既是该项目的首家牵头企

业，更是技术攻坚与产业转化的主要力量，肩负着

推动项目关键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的核心任

务。该鉴定成果标志着吉林化纤集团35K大丝束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在海上大型风机叶片的应用方

面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对推动海上大型风机开

发提供了强劲支撑。接下来，吉林化纤集团也将

继续推动碳纤维在大能源、大交通、大健康、大装

备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我国碳纤维产业发展发

挥主力军作用。

吉林化纤碳纤维关键技术通过专家组鉴定
研发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青春向北“吉”聚未来

我省已连续四年开展“滑雪场的夏天”主题推广，从“拎包即玩”的便利，到“冬夏常来”的眷恋，吉林滑雪场的“夏日突围”，早已超越“填补淡
季”的简单逻辑。图为吉林市松花湖度假区内的夏日露营地。 孙嘉良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