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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吉民优品

本报讯（记者刘晓娟）近年来，我

省瞄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这个目标，

围绕“优质均衡”发展核心，以学前教

育大园区管理改革为突破口，通过“省

级统筹+区域实践+示范引领”三维发

力，让909所农村幼儿园驶入高质量

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从“幼有所育”走

向“幼有善育”。

省级统筹，创新机制破解城乡壁

垒。我省实施学前教育大园区改革，

将首批60个项目纳入省政府民生实

事工程，城乡幼儿园协同发展。通过

“资源结构共同优化、办园条件共同改

善、设施设备共同使用、教师共同培

训、管理机制共同建立、课程资源共同

建设”六大举措，全省组建271个大园

区，实现城镇优质园与农村园“手拉

手”结对。

区域实践，特色活动激发教育活

力。各地创新实践，涌现出一批特色

鲜明的教育实践案例。通化市精心打

造的“萌娃爱家乡”主题研学活动，组

织全市100余所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

红色教育基地及医药、人参、葡萄酒等

特色场所，让红色基因和乡土情怀在

幼小心灵生根发芽。梅河口市开创性

推行“同心圆式”教研模式，通过建立

“教玩具漂流站”，实现城乡幼儿园玩

具材料、绘本图书、设施设备等资源共

享；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一幼儿园

创新推出的“五联五共”大园区课程联

建机制，正成为推动区域学前教育协

同发展的“金钥匙”。

引领示范，名园带动促均衡发

展。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二幼儿

园通过“调研—规划—实施”三步走

策略，为10所成员园提供定制化帮

扶。其独创的“浸入式跟岗学习”模式，让农村教师从班级

管理到家园共育获得全方位指导，近三年累计开展专题培

训70余场，培养骨干教师1300余名。同时，在资源共享方

面，园区建立“1+N”资源联动平台，整合10所成员园200余

类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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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1讯（记者张政 姚思琦）吉林省第三届全国气

排球精英邀请赛今天在素有运动之城、赛事之城、健康之城、

活力之城的辽源市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北京、浙

江、海南、山东、四川等23个省市的132支队伍、1500余名运

动员齐聚一堂，共享赛事盛会。

在比赛中，参赛的运动员拼尽全力，气排球在空中翻腾跳

跃，选手们发球犀利、接球精准、弹跳有力、扣杀迅猛……他们

敏捷灵活的救球、强悍迅猛的进攻、默契的场上配合，为观众

呈现了一场场力量与球技完美结合的比赛。观众们为自己喜

爱的球队和选手大声呐喊助威，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

经过三天激烈角逐，安徽省阜阳男子青年代表队夺得男

子青年组冠军；吉林省代表队第三次夺得女子青年组冠军；男

子中年组冠军被吉林省吉林煜鹰代表队收入囊中；鞍山联盟

社团中年女队代表队获得女子中年组冠军；混合组获得冠军

的是吉林代表队；老年混合组冠军则被内蒙古通辽气排球代

表队夺下。

近年来，气排球运动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在群众体育领域迅

猛发展，成为全民健身热潮中的标志性集体项目，受众已从中

老年群体拓展至年轻人群。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气排球盛会，本

次赛事不仅为全国各地气排球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的平台，还将推动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激发全民参与体

育运动热情，进一步促进体育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吉林省第三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落幕
我省代表队夺得三项冠军

在健康饮食需求日益高涨的当下，一款来自“天下第一粮

仓”榆树市的创新产品——乾蕴“控糖米”，正悄然改写着主食

市场的格局，为广大关注血糖健康的人群带来新选择。这款

由榆树市坤泰农产品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携手打造的“控糖米”，以其领先的技术以及严格的质量把控，

迅速在市场中崭露头角，得到大批消费者的认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于健康的理念更关注，市场

急需一款既保留大米口感，又能有效控制血糖上升的产品。

根据这一需求，乾蕴“控糖米”应运而生，力求为消费者提供健

康、美味且放心的主食选择，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与健康饮

食的追求，重新定义功能大米标准。

乾蕴“控糖米”在技术层面实现了重大飞跃——中国农业

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刘君教授团队通过提升抗性淀粉含量与淀

粉结晶度，成功将升糖指数值控制在65以下。除了对淀粉结

构的精准调控，淀粉结晶技术的应用使得大米在人体消化过

程中，葡萄糖释放更为缓慢，避免了餐后血糖的急剧升高，打

破了“降糖必损口感”的行业瓶颈，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米饭

的同时，有效控制血糖。

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功能型稻米研发实验

室”这一东北地区独有的科研平台，针对榆树地区的气候、土

壤等自然条件，刘君教授团队从育种源头发力，自主研发适合

本地种植的功能米品种。经过不断筛选与培育，最终诞生的

“控糖米”不仅具备优异的控糖性能，还继承了东北大米的优

良特性，米粒饱满修长，属于“大长粒香米”，蒸煮后饭香四溢，

口感润糯回甘，带有独特果香。

乾蕴“控糖米”自上市以来，市场表现出色。除线上销售

平台，还在线下对接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全国联营

的500余家“农科特产”门店，将产品迅速推至全国各地市场。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市场的持续拓展，乾蕴“控

糖米”有望为更多消费者带来健康与美味兼具的饮食体验，同

时为榆树市乃至吉林省的农业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乾蕴“控糖米”：

科技赋能，开启健康主食新时代
本报记者 王秋月

锈迹斑斑的车身缠绕着枯藤，堆满杂物

的车厢蒙尘结网，这些长期盘踞公共车位的

“僵尸车”，就像城市肌理上顽固的“牛皮

癣”，不仅侵占道路资源，还暗藏诸多安全隐

患，影响着城市的整体形象与居民的生活质

量。为有效破解停车乱象，全面提升城市文

明风貌，长春市朝阳区积极行动，打响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停车秩序整治攻坚战。

6月5日，南湖街道卫宇社区率先迈出整

治步伐。由社区志愿团队、长春市朝阳区艳

春小学党支部志愿者以及辖区居民十余人共

同组成攻坚小队。在社区党委书记杨鑫的精

心统筹下，攻坚小队兵分四路，对金融家苑小

区、前东胡同、理工大学西区小区等重点区域

展开“地毯式”排查，誓要彻底解决“僵尸车”

难题。

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化身

细致的“侦查员”，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在

理工大学西区小区，一辆无牌照的白色SUV

进入大家的视线。这辆车长期霸占公共车

位，给居民正常停车带来极大不便。社区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拨打车主预留电话了解情

况。电话那头，车主解释道：“这辆车我之前

打算出售，结果买家临时反悔，后来我因工作

变动离开长春，就一直没来得及处理。”车主

承诺会尽快委托亲友将车辆移走。

行动中，志愿者们始终秉持严谨认真的

态度，逐户敲门询问情况，还积极联动社区物

业和周边商户，从多方核实车辆使用信息。

经过耐心沟通，多辆因装修、出差等原因临时

停放的车辆及时驶离现场，既避免了误判，又

确保了整治行动精准高效。

“这次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杨

鑫兴奋地介绍道，“如今，道路变得更加通

畅，‘僵尸车’和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消失不

见，交通拥堵情况大幅缓解，安全隐患也彻

底消除；社区环境焕然一新，废弃破旧车辆

被清理干净，颜值得到了极大提升；更重要

的是，我们成功营造出安全文明的交通环

境。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引导居民养成有

序停车的良好习惯，让社区生活变得更加

温馨和谐。”

清和街道则将整治工作的重点放在规范

停车秩序上。街道对辖区内的停车位进行拉

网式排查，一旦发现违规占用停车位堆放杂

物的行为，立即进行清理，并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批评教育，同时普及公共资源保护知识。

此外，街道还建立起日常巡查监管机制，通过

常态化管理，逐步引导市民养成规范停车的

习惯，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题，让公共空间重新

焕发出勃勃生机。

重庆街道崇智社区坚持“疏堵结合”的原

则，以“绣花功夫”推进停车秩序整治工作，聚

焦“僵尸车”、占用消防通道及绿化带等违规

停放车辆，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与志愿者

对辖区停车区域进行全面排查与优化，重新

规划停车位，并增设清晰醒目的停车标识，确

保车辆停放规范有序。同时，针对占用消防

通道、绿化带的违规车辆，联合执法部门开展

专项清理行动，通过张贴告知单、电话提醒等

方式，督促车主及时整改。社区还积极呼吁

居民主动配合整治工作，自觉将车辆停放至

指定区域，携手营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的交

通环境。

清理废弃车、“僵尸车”的专项行动，是城

市精细化管理的生动写照。它不仅疏通了社

区道路的“毛细血管”，更让安全文明停车的

理念深入人心。未来，长春市朝阳区将持续

发力，通过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部门间的

联动协作、深化宣传引导等一系列举措，推动

停车秩序整治工作常态化，为市民打造安全、

文明、畅通的城市环境，让城市的公共空间真

正“活”起来、“美”起来。

破“ 僵 ”除“ 堵 ”焕 新 貌
——长春市朝阳区停车秩序整治见闻

本报记者 马贺

镇赉县种马场组建于1963年，初场址设在

太平堡，1970年迁至九龙山，面积30平方公里。

这里曾是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及内蒙古优良种马

的培育摇篮，也曾是培育军马的重要基地，每年

为部队定向输送百余匹优质坐骑，有力支撑起国

防建设的军马需求。1980年，农业部与财政部

联合发文，正式将镇赉县种马场确立为唯一的国

家级“苏高血”马保种场。

“苏高血”马继承了“英纯血”马和俄罗斯本

地马的优良基因，以速度快、耐力强和适合骑乘

闻名于世。

目前镇赉县种马场存栏的100匹“苏高血”马

是世界唯一的核心种群，已经列入《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品种名录》，纳入国家生物安全保护体系。计

划到2030年，将马群规模扩繁至1000匹以上，开

发马奶、马鬃等衍生产品，打造集跑马场、马术培训

基地、蒙古包、垂钓园等设施于一体的特色旅游景

区，让更多人领略“苏高血”马的独特魅力。

图片说明：“苏高血”马群自由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场面蔚为壮观。本报记者 丁研 刘奥琪 摄影报道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今年5月，吉港澳经贸交流暨长白山人

参推介会在香港成功举办。中共吉林省委盛

邀港澳青年北上，成就事业、实现理想。

一路向北，奔赴吉林之约。

7月16日至21日，由香港中国企业协会

主办，招商局集团、吉林省委统战部承办，香

港吉林省社团总会协办的“I See·I Know”香

港青年认知祖国系列活动（吉林线）圆满举

行。34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在港中资企业青

年员工走进长春市、吉林市、延边州，感受我

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澎湃之势，体验“吉字

号”产品和吉林特色文化展现的地域魅力，加

深对祖国的了解和认识。

“新”意满满，众“智”成城。这是长春这

颗东北明珠给香港青年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第一站，便是中车长客。“I See·I Know”

香港青年认知祖国系列活动（吉林线）启动仪

式也在此举行。

中车长客是中国地铁、动车组和磁浮列

车的摇篮，是我国核心的轨道客车研发、制

造、检修及出口基地。自2008年开始与港铁

开展合作，提供了观塘线、南港岛线、屯马线

共计400余辆地铁列车。

中车长客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大数据中

心引起香港青年们的浓厚兴趣。据介绍，这

里的“列车效能及健康监察系统”通过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列车关

键部件的实时监测、诊断分析、故障预警和健

康评估，显著提升列车运行安全性，降低维护

成本。

从新中国第一列地铁，到最先进的智能

高铁列车。在中车长客高速动车组制造中

心，香港青年们一边看，一边聆听中国高铁的

发展故事。作为全国唯一以高铁为主题的国

家级教育基地，这里展示了中国高铁从无到

有、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历程。

由中车长客自主研制的匈塞铁路高速动

车组，实现了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走出

去”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首次

进入欧洲。登上动车组，香港青年们忍不住

惊叹。“此行深刻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强大实

力。作为中国的青年一代，为祖国的繁荣发

展感到自豪和骄傲。”香港青年刘菊茹说。

长光卫星数据大厅，工作人员轻轻点击

鼠标，大片青绿交错的影像便呈现在屏幕

上。厂房、道路、田地……一颗颗闪耀苍穹的

卫星宛若千里眼，从50万米高空捕捉着地表

细节。

作为东北首家独角兽企业、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长光卫星是我国第一家集

卫星研发制造、运营管理和遥感信息服务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商业遥感卫星公司。目前，

长光卫星已累计研制并发射各类卫星219

颗，具备年产200颗遥感卫星和200颗通信卫

星的生产能力，实现了高性能遥感、通信、导

航等各类卫星研制技术全面贯通。

“从卫星的研发到应用，每一个环节都透

着科技的力量和团队的智慧。”香港青年张毅

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的参观感受。“看到我们

自主研发的卫星能精准服务各行各业，真切

感受到中国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也激励我

们年轻人要更加努力，为祖国的科技进步贡

献自己的力量。”香港青年邓洁静说。

今年6月，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携旗下国

耀、国礼、国雅、国悦、红旗H9、红旗HQ9、红旗

E-HS9及“天辇1号”飞行汽车等多款重磅车

型，亮相2025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

港）。此次有机会走进中国一汽，近距离参观

企业，香港青年们非常期待。

在一汽集团NBD总部大楼，香港青年被

“高颜值”的红旗汽车深深吸引，忍不住与它

们来上一次“亲密接触”。“我为民族工业的崛

起而自豪。”香港青年李鸿亮坐进一辆红旗国

礼，轻抚台面和按键，开心地比出“胜利”的手

势。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内，充满未来科技感

的汽车制造场景让香港青年罗肇锋移不开眼

睛。“在这里，我看到了数智化汽车制造的新

活力。”罗肇锋兴奋地说。

从诞育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的“摇篮”，到

如今智能电动化浪潮的“排头兵”，中国一汽

以“变”为刃，在时代浪潮中劈开一条从跟跑

到领跑的创新之路。

吉林不但创造了一项项“中国第一”，还

拥有自己的瑰宝——“百草之王”人参。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作

为全国人参主产区，吉林省人参产业年综合

产值已突破800亿元，正加快从原料出口向

品牌输出、深加工延链方向转型。

了解吉林人参的过去与未来，吉林官参

局是必去之地。吉林官参局分为展览区和销

售区两部分。展览区以丰富多彩的参文化知

识、精彩的非遗项目互动体验，向人们呈现人

参文化的独特魅力。销售区则展示了人参从

传统药材到现代健康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成

果。邓洁静选购了几款，她笑着说：“这些产

品质美价优，回去送给家人朋友，是不错的伴

手礼。”

如果说文化是回溯历史来路，那产业发

展则标明前进方向。位于和龙市的延边大

阳参业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林下山参产业

和林下灵芝产业，已逐步形成了“吉林和龙

山参—灵芝抚育系统”，并于2021年入选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绿树成荫，山峦如黛，远远望去，大阳沟

的群山像一块块巨大翡翠，镶嵌在蓝天白云

之间。“这太美了。”香港青年们纷纷拿出手

机，定格下美丽的一幕。凭借优美的生态，完

善的林下山参、灵芝抚育复合系统，大阳沟已

形成“林—参—芝—鹿—水”生物多样性生态

体系，吸引众多客商前来认领山参、采挖山

参、休闲度假。“希望吉港两地加强人文经贸

交流，在香港能买到更多吉林特产。”香港青

年张贺乔说。

回望五天四晚的吉林之旅，无论是中车

长客跑出的“中国智造”加速度、长光卫星的

“逐梦苍穹”、一汽红旗的“产业焕新”，还是吉

林市陨石博物馆的“天外来客”、吉林官参局

的“前世今生”、丰满水电站“中国水电之母”

的传奇故事、松花湖的风光旖旎，抑或和龙太

阳沟的挖参体验、珲春龙虎阁“一眼望三国”

的震撼画面，每一项“吉林标签”都刷新着香

港青年对吉林的认知。

“此次活动让我更深入地认识吉林、了解

吉林，也真切感受到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脉

搏，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爱国情怀。”香港青

年廖亮说：“现在，我们的心与祖国更加紧密

相连、同频共振。”

“这几天，我一直被祖国的发展深深感动

着，回去以后，我一定会把这里的所见所闻分

享出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认识吉林、走进吉

林。”香港青年张慧哲说。

吉林、香港，宛若华夏文明的两部精装书

卷，一册写尽关东辽阔，一册载满南国灵动。

香港吉林省社团总会副会长朱立伟表示，“作

为联系吉港两地的桥梁，香港吉林省社团总

会将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纳贤集德、团结协

助、创新奋进’的宗旨，不断促进两地经贸、文

化和社会交流，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和吉港两

地高质量发展。”

不知不觉中，“I See·I Know”香港青年

认知祖国系列活动（吉林线）已落下帷幕。

“吉林很好，一定会再来！”还未离去，便

已有了下次之约。

跨越山海，赴一场吉林的夏日邀约
——“I See·I Know”香港青年认知祖国系列活动（吉林线）侧记

本报记者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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