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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吉林省体育
局获悉，2022年第三届中俄
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将于12月
14日至20日在长春市举行。

两国自2006年起互办中
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至今
已举办八届。北京申办冬奥
会成功后，双方自2016年起
创办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
会，至今已举办两届。两国
青少年通过运动会切磋技
艺、提高水平、加深了解、增
进友谊。北京冬奥会期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普京总统
共同宣布启动2022-2023年

“中俄体育交流年”，这是两
国首次举办以体育为主题的
国家年活动。本届赛会是中
俄体育交流年的一项重要亮
点活动。前两届中俄冬季青
少年运动会分别在2016年和
2018年在中国黑龙江和俄罗
斯乌法举行。

本届赛会以“欢乐冰雪·
畅享长春”为口号，以“友谊、
合作、交流、进步”为赛会宗
旨，共同提高中俄青少年冬
季项目竞技体育水平，促进

双方体育文化交流互动，谱
写新时代中俄友好合作新篇
章。

比赛共设速度滑冰、短
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越
野滑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
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8个
项目45个小项。根据项目设
置，参赛人员共302人，中俄
双方各派出由151人组成的
代表团参赛。冰上项目的短
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在长
春体育中心五环体育馆进
行，速度滑冰和冰壶比赛在
吉林省速滑馆进行。雪上项
目的越野滑雪比赛在长春净
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滑雪场进
行，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和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在长
春莲花山滑雪场进行。

按照“简约、安全、精彩”
的办赛目标，目前，在竞赛组
织、疫情防控、安全保卫、接
待服务、新闻宣传、开闭幕式
等各项筹备工作方面长春已
做好充分准备，迎接中俄两
国青少年体育代表团。

吉林日报记者 张政 张宽

今年以来，延吉市围绕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谁负责、怎么建、基础弱、无
保障”四大难题，靶向发力，
着力健全完善组织体系、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推动融入
基层治理、持续优化关爱服
务，点燃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党建工作“红色引擎”。

该市把加强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党建工作作为管党治
党的重要内容，纳入党组织
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
议考核，建立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
议，专题研究推进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解决难
点堵点问题，形成工作合
力。开展新兴领域“双线三
找”活动，通过“组织找党员、
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员”等
方式排查全市新业态企业33
家，其中有党员的企业19家，
新就业群体 4492 人，党员
153人。

“我们企业现有员工190
余名，其中有5名党员。自从
6月份成立了党支部之后，有
8人上交了入党申请书。”延
边万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帅告诉记者，成立党支部
之后，员工的干事热情都很
高。

为指导企业做好党建工
作，延吉市探索“党员+”融合
教育，依托“红领商学院”为
新业态企业党组织书记、业
务骨干开展集党建与创业为
一体的教育培训5次、培训
900余人次。加大发展党员
力度，健全“双向培养”机制，
注重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
党员培养成骨干。运用“互
联网+”手段，开展了“10分钟
微课堂”“岗前微谈话、支部
微党课、每日微推送”等形式
多样的教育活动，着力提升
党员队伍整体素质。组建公
益律师、卫生医疗、技能培训
等服务团队，强化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开展法
治宣传 22 次、健康教育 36
次、技能培训38次。

“每天我们都会抽出时
间，开展微课堂等一些教育
活动，社区活动也邀请我们
参加，大家都感觉现在自己
这个行业更受认可了，街道
社区提供的各项服务，让我
们倍感温暖。”延吉市急时雨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张文
强说，外卖小哥们也想参与
到社区治理当中，为建设美
好家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该市还实行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双报到”工作机
制，组织新业态企业党组织
到属地街道社区报到，合力
推进基层治理工作；组织新
就业群体到居住地社区或业
务覆盖社区报到，切实发挥
新就业群体“移动探头”优
势。推动1000余名快递、外
卖小哥兼任“社区治理流动
网格员”，通过“随手拍、群上
报”等形式反映基层治理方
面问题326件，解决环境卫
生、安全隐患等各类问题298
件，把党建工作触角延伸到
新业态发展的各个环节，为
提升城市基层治理能力注入

“新动力”。
延吉市着力用“小空间”

融汇“大温暖”，推动街道（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金融网
点、非公企业等阵地服务设
施向新就业群体免费开放，
按照有统一标识、有专业人
员、有服务制度、有保障功
能、有暖心温度的“五有”标
准，精心打造“暖心驿站”旗
舰店，以点带面实现6个街道

“暖心驿站”建设全覆盖，构
建10分钟“暖蜂服务圈”，为
快递、外卖小哥提供避暑躲
雨、歇脚充电、喝水热饭等服
务1万余次，使其成为传递党
的温暖、提供贴心服务、深化
共建共治的“新名片”。

吉林日报记者 王雨

11月18日，当吉林化纤12000
吨碳纤维复材项目第一条碳化线
的第一缕碳丝缓缓流出时，白与黑
的转换在这里又一次升级完成。

7年，19条碳化生产线，从无到
有，新与旧的痕迹在这里叠加。当
大红花挂在生产线上的那一刻，吉
林化纤 12000 吨碳纤维复材项目
开车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长度超过400米是这条新生产
线的一大亮点。“这么长的生产线，
以前想都不敢想。”吉林化纤集团
碳纤维研发团队代表陈海军回想
当年建第一条碳化线的情景，不由
感叹，“当时从上海运回第一条碳
化线，没有图纸，没有技术人员指
导，完全是对空白领域的一次‘试
水’。而现在，我们的碳化线实现
优化装置配置、定制‘生产线’。一
路走来，‘做强做优做大’，吉纤人
一直在路上。”

2015年，吉林化纤在原丝产能
充足的基础上，壮大产业主干涉足
碳化领域。“对完全没有接触过碳
化生产线的我们来说，第一条碳化
线的建设，每一步都是难题。”陈海
军解释说，“当时，130米左右的生
产线，我们安装了两个多月，分解
电控、研究高碳炉……每一个操作
都要从头学起。在不断地安装拆
解、拆解安装中，把没见过的设备
连通了、不懂的技术弄透了。”

陈海军说，那是一次成功的
“试水”，为后续的生产线种下了一
颗期冀的种子，使得吉林化纤碳纤
维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发展得更
远。

此后，吉林化纤碳化产业链每
个项目土建施工，每条生产线安装
调试，每一个设备改造升级，都不
断地从前一条生产线汲取经验。
主动消缺、主动改造、主动创新、主
动升级……到如今，生产线上新老
设备的更替清晰可见。

见到张得新时，他正在12000

吨碳纤维复材项目二号碳化线现
场进行设备调试。2022年，在碳化
生产线工作多年的张得新，被调到
12000吨碳纤维复材项目一号碳化
线建设团队，成为这条新碳化生产
线上的主力军。“建设初始，我们接
到的任务就是:要建，就要建‘高标
准’的生产线，打个样板。”张得新
说，“为了改进老生产线上的不足，
这条生产线的建设是在与专业人
员一场场的设计交流会上、与施工
单位一次次的现场确认中逐渐成
型的。”

一个企业的秘密往往就在生
产线上，而建设一条“样板”生产线
则彰显出这个企业扎实的生产技
术功底和蓬勃向上的发展自信。

从外墙施工优化到颠覆设备
安装次序，从现场紧盯安装质量到
实现精准调试……“张得新们”站
在前辈的肩膀上，不断地精益求
精。新的生产线在厂房布局、装备
设计、公用工程配置等方面均实现
了超越。

不仅“新”而且“专”。“定制是
这条新生产线最大的亮点。”12000
吨碳纤维复材项目负责人徐延生
带着记者参观了这条刚刚运行开
车的生产线。

从老碳化线车间到这里，记者
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和之前
相对狭窄、叠层的布局不同，新的
生产线设计，布局更加流畅，通道
更加宽敞，顶棚两侧的灯带与地面
的安全线相互辉映，让整个车间明
亮起来。“大家第一次来到这都连
连叫好，我们管这条通道叫‘星光
大道’。”

“星光”是由无数的光点构成，
而这条生产线则是吉林化纤碳化
生产线的“集大成者”。“它拥有8项
技术专利，更便捷的操作控制，更
安全的氧化工艺，更环保的排废系
统。”徐延生不无骄傲地说，“吉林
化纤碳化生产线经过三次大的变

革，才成就了这条具有标杆意义的
‘升级’作品，而生产线的迭代正是
竞争下的主动出击。

从设备整装购置到完全自主
设计，从“推进式”创新到“颠覆式”
创新，“吉纤样板”日渐清晰。“要实
现‘跟跑’到‘领跑’，就不能做简单
的复制粘贴，要集聚力量实行原创
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把创新主动
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逐渐向世界一流碳纤维生产企
业‘第一方阵’迈进。”吉林化纤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德武的话掷
地有声。

采访结束，冬日正午的阳光洒
在这条新生产线的起始处，“作碳
纤维生产先导者”的标语在阳光的
照耀下熠熠生辉。

记者手记：

到吉林化纤采访已不止一次，
每一次都有惊喜。在大干快上建
项目、提质增效拓效益中，这个松
花江畔的老纺织企业愈发美丽。

走进吉林化纤园区，到处是项
目建设昼夜不休的场景。从破土
动工到投产，每条生产线的建设周
期不超过一年，每条线的安装时间
不超过3个月，调试时间不断缩短，
达产达效时间不断提前。采访中，
记者深深地被“两人工作一人干，
抽出一人搞基建”的奉献精神感
动。加班加点抢工期的建设者们

“钱算分、时算秒，志坚精准保达
标”，以10倍速度推进碳纤维项目，
不断刷新着同级别生产线的建设
周期，彰显着“吉纤速度”。

一个个重点项目从蓝图变为实
景，一组组设备由单体安装成为连
续运转的生产线，一次次精准调试
实现了生产线顺利开车运行……这
是一片蓬勃向上的发展热土，吉纤
人正激情满怀地擘画着碳纤维全
产业链发展的广阔蓝图。

吉林日报记者 刘姗姗

一条生产线的变迁

延吉：点燃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党建工作“红色引擎”

第三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
将在长举办

矮小农舍、万亩良田、农民在
田地里弯腰掰着苞米……这是很
多人对传统农村的记忆。

梨树县三棵树村的农户也有这
样的记忆，但现在越来越淡了。现
在，村里整齐排列的大棚、一排排的
农机、村舍旁不时停靠的轿车都仿
佛在讲述着新时代的乡村变化。

日前，记者来到负责三棵树村
村民粮食种植和加工工作的卢伟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
院子里摆满了农机具，合作社生产
加工的米、面、油和各色杂粮摆放
规整有序。“目前，合作社有社员
200多人。社里有大型农机具60台
套，其中100马力以上的有20台套，
可以覆盖耕、种、收各个环节。经
营面积达到690公顷，年作业服务
农户1000户以上，算起来，合作社
的固定资产超过700万元。”合作社
理事长卢伟高兴地说。

而在2009年以前，包括三棵树
村在内的梨树县农村人均6亩耕
地、缺少农机具、土地规模小、农户
分散、村里的粮食卖不上好价钱、
年轻人不愿意回村……

十几年的光景，是啥让乡村发
生这么大的变化？

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与吉林
农业大学在梨树县建立科技小院，
农业专家米国华、高强和冯国忠带
着学生与当地的农地推广总站进
行接洽，入驻农民家，在这里开展
玉米高产高效的创建活动。“为了
与农户密切接触，我们搞了一个

‘农户玉米高产高效竞赛’，通过这
个比赛实现三个目标：一是了解了
农户的生产需求，我们可以针对需
求进行科技创新；二是建立了科学
技术高效传播渠道；三是发掘出一
大批真正爱农业、懂农业、想在农
业上干出大事业的农户。”米国华
回忆起当初成立科技小院的想法。

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得相信科学，以前农资厂家

咋说我咋卖，自从参加了竞赛培
训，我知道得自己先辨别，确定好
了再卖给农户，客源越来越多，生
意越来越好。”三棵树村农业带头
人刘海森深有感触。

“竞赛期间会定期开展培训，
我们会沉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
学种植，帮大伙儿想办法增产增
收，秋收时对科技示范户进行测
产，得了名次的农户还有奖状。”冯
国忠介绍。

农民尝到了甜头，越来越信任
玉米科技小院了，小院的师生工作
动力更足了。

米国华和高强带领团队优选
品种、合理增密、优化施肥，实现了
玉米产量与效益的提升，通过引进
研制2984条耕施肥一体机，开展玉
米条耕秸秆覆盖技术的研究与推
广。科技小院的硕博研究生完成
课堂学习后，来到小院进行生产实
践。同时，科技小院也培养了一批
懂科技的农民，这些科技农民又成
立合作社，推动当地农业土地适度
规模化经营。

规模化经营能持续增收致富
吗？

“合作社刚成立时只有6户农民
入社，靠‘带地入社、土地流转、土地
托管’这三招，把几个村的土地都集
中到一起。土地集中了，机械化水
平上来了，劳动力也解放了，农民的
日子就有奔头。社员光是分红一年
就有上万元，逢年过节合作社还分
豆油和白面，不少社员腾出手来搞
副业，养牛的养牛，种菜的种菜，外
出打工的打工，日子越过越红火。”
卢伟说，“前不久，科技小院的老师
们给农机安装了无人驾驶系统，实
现了精准播种、自动收割、远程遥
控。如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是
种田的好帮手。”

2009年以来，科技小院累计培
训新型农民2000余人次，技术服务
面积300万亩、辐射面积超过600万
亩，高产高效生产技术使玉米增产
8.2%至10.5%……从传统耕作技术
到先进的条带耕作技术，从农户单
独作业到有家庭农场主190余人，
科技小院师生的到来，让三棵树村
彻底变了模样。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
河生。10余年来，在省科协的组织
协调下，我省已经建立了8个科技
小院，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助
力乡村振兴。

科技小院模式的推广，让更多
农业专家出现在广袤的田野间，为
我省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吉林日报记者 景洋

科技小院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