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力中国调研行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华泰来）无辐式氢

能两轮车、“飞行汽车”、搭载无人机系统的汽

车……今天，在第22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上，未来出行展区受到观众的瞩目，让“空地

联合”的愿景展现眼前。

本届长春汽博会上，从载人航空器到氢

能摩托车、碳纤维自行车、车路云平台、智慧

充电桩等一系列前沿科技，预示着未来出行

的新图景正加速从概念走向现实，展现出跨

界融合的产业大趋势。

“低空开放是趋势，必须在技术和产品研

发上抢占先机，这是关乎未来交通制高点的

战略选择。”长春某无人机企业总经理关殿新

表示，此次企业展出了可满足观光旅游等应

用场景的载人无人机。

地面出行选择更多元。轻量化碳纤维自

行车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自行车不仅是交通

工具，更象征着健康绿色生活，是未来多元化

出行体系的重要部分。”长春一自行车企业总

经理柴玉石介绍，市场对高端自行车的接受

度不断提升，顶级碳纤维车和主力车型均有

良好销量。

新能源汽车充能领域也是厂商们展示技

术的角逐热点。浙江一家充电桩企业展出的

最新液冷超级充电桩，让电动车充电“比加油

更快”，企业董事长胡金畴介绍：“在特定条件

下，这种充电桩每秒充电量可供电动车行驶

10公里。下一步重点是构建高效、智能、覆

盖全域的能源网络，服务从两轮车、汽车到飞

行器的多元电动交通工具。”

记者观展中发现，智慧出行已成为车企

竞争新赛道。比亚迪与大疆合作的车载无人

机系统，可实时侦察路况、规划地形路径并提

供救援画面；小鹏汽车的纯视觉AI辅助驾驶

则通过自研芯片和AI大模型，实现“点到点”

精准辅助驾驶。

在采访中，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

都表示，自动驾驶将深刻改变出行乃至生活

方式，使汽车最终成为移动的生活空间。他

强调，无论是载人航空器还是无人驾驶，安全

是其产业化的首要前提。同时，还需要建立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框架，规范和引导

这一新产业发展，可通过“先行先试”等方式

加速探索。

长春汽博会描绘“未来出行”新形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吉民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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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4日讯（记者祖维晨）今天，全

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经验

交流会在延边州和龙市光东村召开。会议

由吉林省委教育工委、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

会、延边州委主办，延边州委统战部、延边州

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龙市委、和龙市政府以

及吉林动画学院联合承办。省委副书记吴

海英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高校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肩负着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省内各高校

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自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融合，与

“三全育人”体系和“大思政”工作格局相

融通，努力培养更多既具有强烈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又具备现代化建设专业本领

的时代新人，为加快推进吉林高质量发展

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会上，省民委、延边州、吉林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吉林电

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吉林动画学院等地

方、单位和高校，结合工作实际，围绕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探索，分别进行

了交流发言。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吉林省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基地。省直有关部门、

延边州相关同志参加活动。

全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经验交流会在和龙召开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李抑嫱）今天上

午，我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动

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王秋实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我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组织安排，志愿到

雪域高原工作，充分彰显了强烈的使命担

当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会议强调，对口援藏工作，是党中央

制定的重大政治战略，是交给吉林的重大

政治任务。新一批援藏干部人才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秉持“老西藏精神”，聚焦稳定、发展、生

态、强边“四件大事”，以实际行动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

主动担当作为，把自身所能与当地所需、

群众所盼结合起来，坚持苦干实干，积极

履职尽责，在促进日喀则发展稳定各项事

业中贡献力量，不断开创吉林对口援藏工

作新局面。要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崇严

尚实”作风，坚持行胜于言，争当“雄狮型”

干部，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奋勇争先，以

实际行动树立吉林援藏干部人才良好形

象。各派出单位要关心关爱援藏干部人

才，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做优做细服务保

障工作，让援藏干部人才心无旁骛投身援

藏事业。

我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召开

近日，记者走进辽源市徐派梅花鹿茸有

限公司养殖基地，7座鹿舍整齐排列，220余

只梅花鹿正悠闲地“散步”，徐派鹿茸第五代

传承人、公司总经理刘忠厚站在鹿舍前，轻轻

抚摸着茸角，满眼都是自豪。

“您看这鹿茸的品相，支头饱满，颜色红

润，鲜嫩多头，都是我们独有的品种优势，目

前我们每年生产销售梅花鹿茸1000公斤。”

刘忠厚介绍说。

在传统梅花鹿种鹿培育过程中，100头

公鹿仅有两三头能达到种鹿标准，而徐派梅

花鹿茸有限公司凭借科学的培育体系，将优

质种鹿产出率提升至30%。

“从小我就和鹿打交道，看到梅花鹿就像

看到家人一样亲切。”提及养殖梅花鹿经历，

刘忠厚笑着说道。

传承70余年的精湛技艺，是造就徐派鹿

茸独特魅力的核心密码。1954年，在东辽县

第一鹿场初创之际，创始人便一头扎进鹿茸

加工与副产品开发的钻研中，经过不懈努力，

最终独创出“双角入水快速炸茸法”。“用原来

的旧式炸茸法加工一对鹿茸需要8个小时，

现在我们加工一对鹿茸只需2个小时。”刘忠

厚说，用独家的“徐派鹿茸”炸茸技术制作出

来的鹿茸带血均匀、颜色纯正、手感柔和，不

仅保护了鹿茸本身的各种营养成分不受破

坏，还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

在徐派梅花鹿茸体验店，鹿茸片、鹿心

粉、鹿胎膏等30多个品种整齐陈列。“在坚守

传统工艺生产鹿茸的同时，我们也在陆续开

发其它新产品，全方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刘忠厚向记者介绍道。

从优质种鹿的精心培育，到匠心工艺的薪

火相传，再到产品开发的多元化创新，辽源市

徐派梅花鹿茸有限公司用匠心坚守“老字号”

传承，让梅花鹿产业在辽源续写着新的传奇。

“守护这门手艺，就像看着这些鹿慢慢

长大，急不得，也松不得。我要继续坚守，努

力将鹿茸产品做成品牌，扩大市场，让更多

人了解这项传承。”对于未来，刘忠厚坚定地

说。也正是这份坚守，让徐派梅花鹿茸一

“鹿”长虹。

辽源市徐派梅花鹿茸有限公司：

用 匠 心 传 承“ 老 字 号 ”
本报记者 赵蓓蓓 实习生 姜雨佳

本报讯（记者张宽）2025“心无界 步边

疆”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二届边境马拉松系列

赛日前在珲春市杨泡满族乡鸣枪开跑。本次

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政府、吉林体育

学院联合主办，作为延边州2025暑期体育消

费季活动的24项重点赛事之一，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2000余名选手参赛。

珲春站赛事设男子、女子全程马拉松、半

程马拉松和5公里健康跑3个项目，满足不同

水平跑者的需求。赛事获得中国田径协会C

类认证，赛道设计充分融合珲春边境的自然

风光与人文特色，选手们在奔跑中不仅能挑

战自我，还能领略珲春独特的生态景观和商

贸文旅资源，进一步推动“赛场景观”向“消费

流量”转化。

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组委会在赛道沿

途设置了多个饮水站、医疗救助站和路线指

示牌，并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和志愿者，为选手

提供实时补给和应急保障。同时，赛事严格

执行安全预案，确保参赛者及观众的安全。

此次马拉松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

延边州促进“体文商旅”融合的重要举措。通

过赛事带动，珲春市吸引了大量游客和体育爱

好者，进一步激活了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

费市场，为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中国·吉林第二届边境马拉松系列赛珲春站开跑

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厂房深处，一列列银

灰色“复兴号”静如蓄势之箭。

1954年，作为国家“一五”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中车长客

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地铁、动车组和磁浮列车的摇篮。如今，

其产品已远销20多个国家。7月14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

调研行”团队走进这里，触摸中国高铁的创新脉动。

在动车组数字化装配产线，记者看到机械臂与工人默契

配合，AGV小车驮着部件穿梭往来。

“滴”的一声，高级技师姚智慧用手持终端扫描零件上的

二维码，屏幕立即弹出三维动画作业指南。

“以前对着纸质图纸反复核对，现在全息投影直接‘套’在部

件上，一目了然。”只见姚智慧熟练地完成接线，系统便自动记录

下他的工号。“每颗螺丝都有‘身份证’，全程可追溯。”他说。

记者了解到，这条融合5G、物联网的智能产线，让每列车

4万多个部件的装配效率提升40%，生产指挥中心的大屏上，

能耗、进度数据实时跳动，构成了高铁的“数字神经中枢”。

移步国家轨道客车工程实验室，巨大的半消声室里安静

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这里背景噪声仅15分贝，连蝴蝶扇翅都能监测。”高级

工程师汤晏宁带领记者轻踩地面，特制隔震沟让脚步声瞬间

“消失”。

在采访中，最令记者感到振奋的是关于CR450动车组样

车的相关信息。高级工程师王雷向记者透露，其设计尽显速

度与力量的美感——“科技之光”主题车头配着金色路徽，整

体造型如鹰展翼。

“CR450动车组试验速度450公里/小时，运营时速400公

里。”王雷向记者介绍，动车组整车运行阻力降低22%，减重

10%，“体重”更轻、“体质”更强。

客室设计同样令人瞩目，4%的空间增量让过道更显宽敞，

行车与控制、司机智能交互、安全监控、旅客智能服务等领域

均得到全面升级，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创新突破。

中车长客70年的深耕，见证着中国高铁每一次提速背后

的自主创新力量。这里诞生的不仅是列车，更是一个民族的

工业自信，正沿着钢轨驶向更远的未来。

钢轨上的中国智慧
——记者探秘中车长客的创新现场

本报记者 曲镜浔 叶爽

七月骄阳似火，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内一派繁忙景象。

国际陆港场站，满载汽车零部件的中欧班列鸣笛启程；进

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里，市民在余外零关税跨境集合店挑

选全球好物。

7月14日，“活力中国调研行”媒体采访团乘车前往长春

兴隆综合保税区，一场围绕“以对外开放促进现代化都市圈建

设”的深度调研，揭开了长春从内陆腹地向东北亚开放枢纽跃

升的蓬勃脉动。

陆港引擎 畅通开放大动脉

“长满欧班列自2015年开通以来，累计承运货物9万余标

箱，货值260亿元，贯通俄罗斯近百个站点及欧洲30个城市。”

在兴隆铁路口岸，长春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玥指

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介绍。这个与综保区“一体化”建设的全

国罕见内陆铁路口岸，已成为长春联通欧亚的钢铁动脉。

通道建设是开放的基石。长春编织起一张立体化国际

物流网络。陆上，中欧班列（长春—满洲里—欧洲、长春—珲

春—欧洲）稳定开行，TIR国际公路运输运量跃居全国前三；

海上，海铁联运“天天班”连接天津、大连，长春至大连8小时

直达，物流成本骤降20%；空中，跨境包机与卡车航班高效衔

接全球市场。

“海陆空铁‘四位一体’的物流体系，让长春实现了‘借港

出海、通联世界’。”综保区党建办李薇介绍。依托长春经开区

“两带一港双谷十园”战略布局，兴隆外贸港作为开放枢纽，正

推动进出口额向150亿元目标冲刺，跻身全国外贸前列。

“我们正深化与辽宁港口集团战略合作，未来集疏运效率

将缩短至12小时，实现‘两港如一港、入区即入港’。”王玥表

示，开放平台的提质扩容，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平台聚能 释放政策强磁力

走进5万平方米的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全球近60

个国家的6万种商品琳琅满目。这里采用“前店后仓”模式，

消费者现场体验，线上下单，保税仓直发。据了解，该中心

2024年销售额达1.63亿元，目前已经成为长春市民“买全球”

的重要窗口。

综保区的磁力远不止于此。政策高地：入区退税、保税流

转、外汇自由结算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叠加整车进口、二手

车出口等稀缺资质；产业沃土：形成“2+2”产业体系，2024年

一线进出口额达120.5亿元，是“十三五”末的十倍；创新试

验：智慧综保区建设推进“区港一体化”，“区内直转”“一票多

车”等监管模式全国领先。

产业出海 锻造国际竞争力

开放浪潮下，“长春制造”扬帆远航的图景格外壮阔。“红

旗、解放、奔腾等‘长春品牌’汽车已驶向全球97个国家和地

区，成为开放突破的‘先锋军’。”长春市商务局副局长李作新

透露，2024年一汽整车出口量达12.53万辆，较2020年暴增

10倍。二手车出口更是覆盖43个国家和地区，资质企业从5

家激增至41家。

汽车产业带的升级是长春开放型经济的缩影。长春市经

开区推动富维安道拓、纬湃等龙头转型，打造新能源与智能网

联创新示范基地，剑指650亿元产业链产值；芯光智谷依托

“长光系”科研优势，冲刺300亿元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健康食

谷构建医药研发、医疗器械、健康食品加工高地，加速迈向

200亿元产值目标。

“长春以‘产业+通道+平台’三维驱动，以‘专班+政策+服

务’三重机制，全力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支点。”李作新强

调。从“汽车城”到“开放城”，长春的产业筋骨在开放中愈发

强健。

立足长吉图，辐射东北亚。长春正以兴隆综保区等开放平

台为支点，撬动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全局。随着“百展千企”开拓

市场行动深入推进，中欧班列与TIR公路加速奔驰，这座北国

春城突破内陆桎梏，拥抱全球市场的开放新篇已落笔生辉。

开放新引擎驱动长春都市圈加速跑
本报记者 任胜章 闫虹瑾

长春汽博会上，比亚迪、鸿蒙智行、理想等

自主品牌展位人头攒动，多款新能源车型引人

瞩目。 本报记者 李姣月 实习生 曹柏鹤 摄

本报讯（记者纪洋）日前，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组织评选的6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发

布，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少儿自然科

普书《我们的国家公园》和我省作家李谦创作

的长篇儿童小说《缝狗》成功入选。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蓬勃发展，我国

设立了首批五大国家公园，旨在保护自然

生态系统的核心区域。《我们的国家公园》

系列图书共五册，分别介绍了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

园。书中着重给孩子们介绍了五个国家公

园共 130余种珍稀动植物，包含千余个知

识点。从可爱的大熊猫、威风凛凛的东北

虎，到珍贵的东北红豆杉、娇艳的珙桐，让

孩子们大开眼界。同时，全书将手绘、实图

和知识性文字巧妙结合，真正做到一翻一

主题，让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始终充满新

鲜感。

《缝狗》是以中国东北禁猎为故事背景，

以长白山的冬日景象为色彩基调，以儿童心

灵成长为主线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

品。小说讲述了男孩尹小安阴差阳错地远赴

长白山游学，接触到“缝狗”这种独特的狩猎

民俗，进而揭开一段忠诚与背叛、盗猎与反盗

猎的往事，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

感。此作品曾获得第二届“长江杯”现实主义

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我们的国家公园》《缝狗》入选6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