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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前 ，我 在 吉 林 市

昌邑区大荒地村驻村蹲点

采 访 ，早 上 5 点 钟 跑 到 田

里看庄稼收割。

当 时 60 多 岁 的 彭 元

亮活干得麻利，耐心地教

我割起稻子来，可我腰都

累酸了，镰刀就是不听使

唤。坐在地头休息时，老

彭感慨：“种了一辈子地，

或许这是我们最后一年自

己割稻子了。以后机收普

及，用不着这么辛苦收稻

子喽。”那一年，大荒地村

已 开 始 推 行 土 地 集 体 统

筹 ，公 司 化 经 营 ，集 约 化

耕种。

如今，这个因大片荒

草甸子得名的大荒地村早

已成为大粮仓，村民生活

富 裕 ，优 质 稻 米 销 往 全

国。每到丰收时节，田里

跑着的农机很快就能让稻

米颗粒归仓。

去年在四平市卢伟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采访，

我看到一台台大型机械轰

隆隆开上广袤的田野，场

面让人振奋。“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都成了种田的

好帮手，我们穿着皮鞋就

把田种了。”前些年，有眼

光的卢伟在当地率先成立

农机合作社。如今，科技

种田上他依然走在前面，

还与科研院所合作，试水

“智慧种地”。

时 代 潮 流 ，浩 浩 荡

荡 。 和 着 强 劲 的 时 代 脉

搏，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敢闯敢试，不懈奋

斗 ，人 生 就 能 不 断 出 新 出 彩 ，生 活 就 能 更 美

更富。

这些年，我还采访过不少返乡创业的大学

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研工作者，正是每个

人的努力汇聚起磅礴的力量，在黑土地上不断

书写新的传奇：吉林省保护性耕作面积居全国

第 一 ，主 要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到

92%，粮食总产量跨上 800 亿斤台阶。

在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展示厅最醒目

的位置，挂着一幅让我印象深刻的字：大有可为

的土地，充满希望的田野。这是滚烫的期望，更

是可触的现实。梦想不是等出来，而是拼出来、

干出来的。白山松水正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鼓舞下勇毅前行，焕发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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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越 新期待R

4 月 30 日，随着黄海东海海域“一箭五星”成功

发射，“吉林一号”卫星新增 5 星；短短 5 天之后，又

添 8 星。至此，“吉林一号”在轨卫星数量增至 54
颗，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在长春新区，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光卫星”）的发展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是

我国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依托“星载一体化”

“机载一体化”等核心关键技术，建立了从卫星、无

人机研发与生产，到提供遥感信息服务的完整产业

链，并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目前，“吉林一号”卫

星带动全省光学制造、精密加工、电子信息等高新

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相关配套企业已近 300 家。长

光卫星也成为吉林省首家“独角兽”企业。

在长春新区这片创新创业的沃土上，一批像长

光卫星一样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在不断成长、壮大，

打通上下游，串起产业链，以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

辐射作用。据介绍，2022 年，以长春新区为主体的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建设。目前新区已

建立起以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2016 年，长春新区成为国务院批复成立的第

十七个国家级新区。近年来，长春新区把创新作为

集约化、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一招，不断完善政产学

孵金协同创新模式，奋发昂扬地走在高质量发展的

大路上——先后获批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家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长春新区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740 户，“专精特

新”企业 179 户，GDP 年均增长 7.6%，规上工业产值

年 均 增 长 9.5%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产 值 年 均 增 长

19.7%。

新区提速 培育创新沃土
本报记者 孟海鹰

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一块 200 多亩的试验

田，在梨树县康达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青

魁的心里是块宝地。

“当年，这是块没人愿意种的低产田。”杨青魁

带领合作社尝试在这块地上采用玉米秸秆覆盖免

耕的新技术，曾经露黄土、板结的土壤，如今随便一

抠就能发现不少蚯蚓。这项新技术后来有了响亮

的名称——“梨树模式”，这块试验田则成了国内时

间最长的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

“科技助力，我们连续 4 年实现亩产超吨。”去年

秋收，看到亩产 1077.94公斤的结果，杨青魁感叹道。

“梨树模式”防风固土、培肥地力、抗旱保墒、节

本增效，已成为越来越多当地农民的共识。

今年，吉林省优化提升该模式，推广保护性耕

作面积达到 3283 万亩，适宜区域全面实施。

近年来，通过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肥、西

部改良培肥等保护路径，吉林省探索建立了多种黑

土地保护模式。在吉林西部的松原市长岭县，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长岭实验站建

设了 500 亩示范田，正在示范成熟的覆沙造旱田、

埋秸改良及利用重度盐碱地等技术。

去年吉林省与中科院签订协议，全面实施“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将建设 3 个万亩级、30 个千亩级

示范基地和一批示范点。目前全省免耕播种机保

有量达到 3.5 万台，示范推广秸秆碎混还田近 50 万

亩，相当于过去 3 年的总和；秸秆深翻还田近 100 万

亩，比上年增加 30%以上；采用米豆轮作技术 150
万亩、盐碱耕地治理模式 30 万亩以上。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保护好黑土地，意义重

大。”杨青魁说。

科技助力 守护黑土粮仓
本报记者 祝大伟

一场大雨刚过，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一片密

林深处，松软的泥土上，东北虎脚印清晰可见。“看

这脚印，一只东北虎应该刚离开。”雨后巡护，吉林

省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队长李冬伟和队员们常常

能有新收获。

东北虎的生存状态，是衡量当地生态环境和生

态平衡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野生东北虎在吉林东

部频频出现，标志着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017 年 ，东 北 虎 豹 国 家 公 园 开 展 体 制 试 点 。

2021 年，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面积约 1.41 万平方

公里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最新数据显示，

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已由试点之初的 27
只、42 只分别上升至 50 只、60 只。“试点以来，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

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利民介绍，目前公园

范围内超过 50%的区域有虎豹种群稳定活动。

为了加强国家公园建设，吉林省加强自然生态

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强化日常巡护监测，依法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为东北虎豹自由栖息提供保

障。“2015 年，吉林省规划建设一条高速公路和一

条高速铁路，一旦按原规划建成，将穿越野生东北

虎豹栖息和迁徙热点区域。”冯利民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他所在的研究团队向吉林省提出建议，最终

经济利益为生态让路、为虎豹保护让路，规划中的

高速公路取消，高铁改道。

林草葱郁，生机盎然。今年是李冬伟从

事巡护工作的第十年，他感慨道：“这十年

间，林子越来越密，动物越来越多，虎豹

也回来了，希望这里能真正成为它们

的乐园。”

改善生态 建好国家公园
本报记者 郑智文

7 月盛夏，步行穿过小腿高的秧苗，见到吉林

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东村的种粮大户林

钟奎时，他正忙着用新买的无人机为水稻增肥。“现

在一块稻田，能挣两份钱！”63 岁的林钟奎笑着说。

然而在过去，家家户户几垧地，规模小、粗放种

植，有好米但卖不上好价钱。近些年，光东村村两

委带领乡亲们改变种稻方式，土地肥了、用上了农

机，产量规模上来了。“今年种的是新品种，米胖肉

厚，昨天刚签了笔两万斤的订单。”林钟奎顺势指了

指不远处，田间停着一列红色小火车，“你看，那是

挣的第二份钱。”

光东村距长白山不过 90 公里，发展旅游区位

优势明显。东北冬季寒冷，旅游淡旺季分明。“都在

搞乡村旅游，咱村又特别在哪？”2011 年，光东村归

心民宿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丽娜返乡创业。她瞄

准当地稻田优势，陆续与村里的种粮大户合作，在

不影响种植的前提下，创新推出稻田画、种稻体验

等旅游项目。“年底按比例给村集体分成，有不忙的

村民也可以过来帮工。”杨丽娜介绍。截至目前，合

作社带动 500 多户村民增收超 300 万元。

2018 年，杨丽娜尝试通过线上商城售卖村民

的大米。“销路宽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得到延长。”

紧接着，光东村又陆续推出水上人家、水稻公园、村

史馆等项目。去年一年，吸引游客超 50 万人次，人

均纯收入超 1.6 万元，村集体收入近 40 万元。

临近傍晚，林钟奎从田里回家，一家人边吃饭

边讨论起房子的装修计划，“钱袋子鼓了，买点好家

具，咱也改善下居住条件。”

稻旅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刘以晴

比照实验数据，调整方案细节，张国芹正在办

公室里设计图纸。今年 40 岁的张国芹是中车长春

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客”）的

工程师，也是复兴号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的电气设

计主管。

层 峦 叠 嶂 ，石 峭 弯 多 ，京 张 高 铁 线 路 条 件 复

杂，车辆一旦发生故障，会直接影响整个线路的运

营。对此，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创造性地配置了

具有双向充电功能的动力电池系统，可在车辆无

高压供电的情况下，根据当前电量及车辆位置，提

示司机前行、倒退，在任何区间都可以应急走行至

就近车站。

然而，单这一项的自主研发就是不小的挑战，

曾几次出现可能导致整个方案失败的问题。张国

芹和同事精密计算、实地测试、反复试验，不知熬了

多少个通宵，最终设计团队交出答卷，在复兴号的

基础上，创新研制了 19 大项 70 余项智能化子功能，

开创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智能型 1.0 版。

近年来，中车长客研发团队接续奋斗，勇攀高

峰。挺进自主研发无人区，副总工程师常振臣带领

团队从上万行代码中揪问题，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

控制系统实现自主掌控；攻克动车组装配接线难

题，高级技师胡俊祥在筷子头大小的操作面积里，

精密焊接 7 处点位……

高铁是我国装备制造一张靓丽的名片。张国

芹说，为掌控技术话语权，中车长客设有首席技术

专家、资深技术专家等人才发展通道，为有作为的

年轻人提供破格评聘高级职称的机会。在京张高

铁智能动车组设计团队中，90%以上都是 35 岁以下

的设计师。为了做好“传帮带”，中车长客鼓励高技

能领军人才组建操作师工作站，累计解决技术难题

1300 余项，培训人员数万人次。

自主研发 打造高铁名片
本报记者 刘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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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坐落于松花江上的

白山水电站。

孙志忠摄（人民视觉）

图②：长春市农安县合隆

镇陈家店村，村民们在凉亭里

休憩纳凉。

王 萌摄（人民视觉）

图③：白城市通榆县三一

风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风车叶

片生产基地。

丁 研摄（人民视觉）

图④：吉林市永吉县万昌

镇 ，农 民 正 在 驾 驶 农 机 收 割

庄稼。

庄 严摄（人民视觉）

66
2022年 7月 17日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