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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聂芳芳）7月8日，延

边州人参产业工匠学院揭牌仪式在延

边大学举行。延边州人参产业工匠学

院由延边州总工会和延边大学农学

院、药学院合作共建，是延边州总工会

贯彻落实《吉林省总工会服务人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的生动实践，

是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吉林全面

振兴需要及延边高质量发展方向，积

极构建全周期职工技能提升培训体系

的务实举措。

近年来，延边州总工会把服务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延边工会重点

工作，制定了《延边州服务人参产业高

质量发展十项举措》，实施人参产业职

工“筑匠计划”，举办人参主题药膳大

赛，打造“人参之路”职工疗休养品牌，

开展人参产业劳动和技能竞赛等系列

活动，带动了一大批职工和技能人才

共同成长成才，为延边全面振兴贡献

工会力量。

延边州人参产业工匠学院将在推

动产业链、创新链与人才链实现有机

衔接、深度融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

吉林省人参产业培育更多高素质、高

技能的优秀工匠人才。延边州总工会

将持续支持学院各项工作，并依托学

院开展人参产业职工技能培训，承办

吉林省人参鉴别加工大赛复赛等活

动，为延边州人参产业升级与高质量

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现场参观了延边州人参产业工匠

学院。据介绍，学院将融合现代化大农业技术、标准化理念与

“林下种植”“古法炮制”等传统技艺，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建

立“入学考核—过程跟踪—结业评估—后续回访”全链条机

制，着力打造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育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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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实习生刘重奇）7月1日，2025年

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吉林机场集团旗下各机场全面进入保

障状态。据预测，暑运两个月期间，长春机场预计保障航

班起降约2.2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约328万人次，日均航

班量358架次、旅客量5.3万人次，吉林省各支线机场也将

迎来运输高峰。

为满足夏季出行需求，吉林机场集团联合航司优化

航线布局。长春机场与 9家航空公司协作，每周新增航

班 196 架次，重点加密长三角（上海、杭州）、山东半岛

（青岛、威海）及成渝地区（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同

时，开通/加密阿勒泰、西宁、兰州等季节性旅游航线，为

旅客提供更多选择。国际航线方面，长春机场至首尔航

班加密至每周19班，旅客还可直飞东京、吉隆坡、曼谷等

海外城市。

支线机场同步发力：长白山机场新增“长白山—青

岛—上海”“长白山—济南”航线，上海、北京热门航线每

日达 2—3 班；通化机场响应“干支通 全网联”政策，与

国航合作推出113条中转联程产品，旅客经北京、天津中

转可享近 6 折票价，更可通过“一次支付、一次值机”等

服务畅达全国百余个城市。

暑运期间，各机场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长春机场深

化“吉式服务”，为老年旅客、首乘旅客及母婴群体提供

“一站式”服务，增开家庭及团队值机柜台，通过线上预

约实现快速办理手续；走进长春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开

展“民航知识进校园”活动，详解乘机流程、行李规定等

信息。长白山机场新建航站楼投入使用，“远眺长白山

西主峰”观景平台、百米书画长廊等设施丰富候机体

验；白城机场设立“暑运服务专岗”，为特殊旅客提供

“一对一”引导，并在候机区增设充电桌，优化办公与用

餐环境。

从护航安全的严谨到便捷出行的细致，从温馨服务的

点滴到畅快旅途的全程，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以“航

线+服务”双升级开启“暑运模式”，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收获

一段难忘的暑运出行体验。

吉林机场集团：
全面进入暑运保障状态

本报讯（记者曲镜浔）日前，我省农产品

出口便利化改革迎来新突破，长春海关与吉

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行的“一网通办”模

式，让企业出口审批效率实现质的飞跃。

在吉林益隆长白山实业有限公司国际业

务办公室内，业务员通过电脑端提交出口蘑

菇菌棒审批申请，仅半小时系统就显示“审批

成功”，同时长春海关所属长白山海关业务系

统同步接收电子审批证件。

公司经理王强介绍，过去办理出口审批

需在农业部门和海关间来回奔波，紧急订单

常因审批周期长耽误船期。如今跨部门数据

互通后，企业申报信息“一次提交”，货物出口

审批及验核时限从“数天”压缩至“小时级”，

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超100万元，订单量

预计提升20%。

据了解，该模式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经验，

经吉林省食用菌研究院专家论证技术可行

性，通过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构建“电子审

批+双向推送”闭环流程，实现“申报－审批－

验核”全链条无纸化流转。目前，该模式已覆

盖长白山地区主要食用菌出口企业，首批受

益的香菇、平菇菌棒正通过中欧班列发往俄

罗斯、波兰等市场。

长春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联

合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探索建立农产品出

口“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鲜食玉米、坚果等

吉林特色产品制定个性化通关方案，持续扩

大“一网通办”农产品种类，让改革红利惠及

更多特色产业。

一网通办 赋能助企
我省农产品出口便利化再升级

本报讯（马思琪）为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纪律意识，筑

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7月4日，国网集安市供电公司党委

组织近三年提拔干部、新发展党员和关键岗位人员共23人

赴集安市廉政教育馆开展廉洁警示教育。

活动中，全体人员依次参观了“以案为鉴”“正风肃

纪”“崇廉尚洁”等主题展厅，通过图文展示、视频播放、

情景模拟等形式，深入了解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讲解员结合案例，深刻剖析腐败行为产生的

思想根源和严重危害，直观展现了腐败分子从思想滑

坡到行为堕落的演变过程，为全体党员干部带来强烈

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活动结束后，党员干部们纷

纷表示，此次警示教育形式直观、感染力强，是一次触

及灵魂的思想洗礼。在今后工作中，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不断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

加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工作中，为推进该公司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创新教育形式，不断筑牢党员

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强

纪律保障。

集安供电开展廉洁警示教育

2025长春“好房子”试点项目授牌仪式

当住房从“遮风挡雨”的生存需求，进化为“品质生活”的价值追求，吉林正以“好

房子”示范项目给出时代答卷。

2025年初启动的这场人居革命，不仅通过长春市保利景阳和煦、延吉市半山悦

府、吉林市汇城·樾江山等标杆项目重塑居住标准，更引发政策设计者、行业专家对

“住房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思考。

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高芸指出：“好房子的本质，是用建筑语言书写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叩开幸福生活之门叩开幸福生活之门
——专家谈专家谈““好房子好房子””建设的民生逻辑与行业变革建设的民生逻辑与行业变革

本报记者 聂芳芳

站在吉林“好房子”示范项目的实践基础上，两位专家给出

前瞻性思考。于明理强调：“需建立‘标准动态迭代’机制，如根

据业主反馈优化适老化设施细节，确保好房子标准始终贴合民

生需求。”高芸则建议：“应将好房子建设与智慧城市、低碳社区

等国家战略对接，让建筑成为绿色发展、智慧治理的空间载体。”

暮色中的长春保利景阳和煦社区，老人在养老中心交流，

孩童在托育园玩耍——这幅场景恰是“好房子”的终极答案：它

不仅是钢筋水泥的容器，更是承载天伦之乐、邻里温情的生活

共同体。正如吉林“好房子”实践所揭示的：当住房政策始终锚

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行业发展不再唯规模论，而是

以品质叩击人心，幸福生活的大门自然会为每一个家庭敞开，

这既是人居革命的初心，也是城市发展的终极意义。

“好房子”如何持续叩响幸福之门

吉林省住建厅发布吉林省“好房

子”建设的相关要求，长春市发布了《长

春市“好房子”评价标准（试行）》。长春

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于明理解读：“层

高不低于3米、容积率不超过1.8、得房

率不低于90%的硬性指标，实质是将‘居

住舒适度’量化为可执行的建设标准。”

更关键的是政策中的双向约束——既

要求房企杜绝逾期交房、安全事故等底

线问题，又通过“环境、功能、质量、服

务”标准，将社区养老、托育等民生需求

转化为建设刚需。

首批试点城市的差异化探索，彰显

政策设计的民生导向。长春侧重城区功

能复合化改造，吉林市主攻绿色建筑技

术，延吉则聚焦智慧社区建设。高芸分

析：“这种‘省级统筹+地方创新’的机制，

让‘好房子’标准既能扎根民生需求，又

能适配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避免了‘一

刀切’的政策空转。”

从技术参数到民生需求的价值转译政
策
锚
点

在长春市保利景阳和煦项目 ，

1200余组业主参与的需求调研数据揭

示着一个转变：当户型设计实现“高得

房率”，当园林景观成为全龄活动空

间，住房的居住本质被重新定义。项

目一期 90%的去化率印证了于明理的

判断：“改善型客户占比达 68%的市场

反馈说明，购房者愿意为嵌入式养老

中心、酒店级归家大堂等生活场景支

付溢价。”这种溢价背后，是休息区与

娱乐区科学分隔等细节创新对生活品

质的提升。

延吉半山悦府的适老化设计则体

现着人文温度。全园区无障碍通行与

斜放担架电梯的配置，配合1公里生活

圈内延边中医院、九年制学校的无缝衔

接，构建起“5—10—15分钟生活圈”的

完整生态。高芸指出：“当科技应用

（如华为全屋智能家居）与人文关怀

（如适老化设施）结合，房子就从物理

空间进化为有温度的生活载体。”这种

进化在数据中显现：该项目72%的购房

者认为，“智慧安防+适老设计”是打动

他们的核心因素。

专家眼中的舒适度重构实践居
住
革
命

吉林市汇城·樾江山项目的3.05米

层高设计，打破了《住宅项目规范》3米的

基准线。这一改动使室内空气流通效率

提升，配合铝板石材外立面与铝包木门

窗，建筑能耗也较传统项目有所降低。

于明理强调：“绿色建材占比超40%的硬

性要求，正在倒逼产业链升级，也是政策

撬动产业的支点。”

延吉半山悦府的智慧社区实践则指

向未来生活图景。人脸识别门禁、高空

抛物监控等科技配置，与24小时“红色物

业”管家服务形成联动：业主通过手机

App报修后，物业系统可借助热成像技术

预判设备故障，将被动维修转为主动维

护。高芸分析：“这种‘物联系统+物业服

务’的智慧化组合，不仅提升生活便捷

度，更重构了社区治理模式，为城市精细

化管理提供了微观样本。”

双轮驱动的可持续生活范式绿
色
与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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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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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房子正在重塑房地产的价值评估体系。”高芸的观点在

市场端得到验证：从供给看，保利等头部房企已将“得房率

90%”“绿色建材”等标准融入战略规划；从需求看，延吉项目中

35—50岁改善型客户占比提升23个百分点，证明品质创新正

在激活观望人群的购买力。于明理补充：“评价标准中‘不允许

出现群众上访’的规定，实质是用市场机制筛选出真正重视口

碑的房企，推动行业从‘规模竞争’转向‘品质竞争’。”

这种竞争带来的产业变革已延伸至上下游。高芸指出：

“当房企开始比拼地热供暖技术、适老化设计等硬核创新，房地

产产业链就从‘土地依赖’转向‘技术驱动’，这正是构建新发展

模式的核心所在。”

专家解读供需端的双向激活效应

在长春城区，保利景阳和煦项目通过嵌入式社区服务，缓

解了周边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在吉林市，汇城·樾江山的绿色

建筑技术为寒地城市低碳发展提供了技术范本。高芸强调：

“这证明好房子建设不是孤立的住宅工程，而是城市更新的撬

动点。当住宅与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联动，就能形成‘好房

子—好配套—好生活’的磁力场，这正是东北振兴背景下留住

人口的关键抓手。”

这种联动效应正在形成制度创新，于明理透露：“下一阶段

试点将重点推进‘好房子+完整社区’建设，让单一楼盘成为激

活城市活力的细胞单元。”这种探索的深层意义在于：当住房从

居住载体升级为城市发展的生态节点，其价值就超越了房地产

本身，成为衡量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标尺。

从“好房子”到“好生活”的生态演进城
市
支
点

长春市“保利景阳和煦”示范项目

未
来
之
问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