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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笔记

招才引智进行时

田畴似锦，沃野生金。

自从见识了“无人农场”春天的无

人播种，夏天的田间管理，我们就一直

期待着它的秋收，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番

景象呢？按照约定，满怀期待，10月13

日一大早，我们出发前往中国科学院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长春示范区公主

岭示范基地的“无人农场”。

天高云淡，金黄的树叶在风中沙沙

作响，路旁的玉米地里不时可见农民跟

着机械忙碌的身影。

走进“无人农场”，两个月的光景，夏

天那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已然换了新衣，

淡黄色的玉米秆上一穗穗颗粒饱满的玉

米闪着金光。两辆无人驾驶的收割机伴

着隆隆的轰鸣声，正在进行收获作业。

看到我们，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国双从地里大

步走了过来，晒得黝黑的脸上满是喜悦：

“今年的玉米长得特别好！”

随着收割机行进的步伐，一行行

玉米顷刻之间被“吃”进去，绞碎的秸

秆再“吐”向大地。前进、转弯、倒退、

继续前进，一系列腾转挪移的动作完

全由收割机独自校准完成，虽然在凹

凸不平的垄沟垄台间“行走”，仍步履稳

健，精准到位。

陈国双介绍说：“这两台都是无人

驾驶收割机，分别是玉米籽粒直收机和玉米茎穗兼收机，跟

春天的无人播种机一样，收割机上的控制系统通过北斗导航

系统设定一个路径，农机就可以按照规划好的路线行走作

业。事前，我们会仔细丈量好株行距，特别是行距，调整好收

割机的作业宽幅和作业面积，以及转弯半径，输入到系统里，

机器启动后就会按照导航系统自动进行操作。”

“通过两种收割机不同的处理方式，收获的玉米有整穗

的，也有颗粒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秸秆的处理方式也各

有不同。茎穗兼收机中的秸秆经过打包集中处理，将会被做

成秸秆黄储发酵饲料；从籽粒直收机中被直接喷吐到地里的

秸秆，将会通过秸秆覆盖进行保护性耕作，或者是深翻还田。”

陈国双介绍说。

收割机报警系统响起，显示玉米已经收满了！在玉米茎穗

兼收机行走的过程中，玉米和秸秆同时都被收了进去，并被分别

留存在不同的空间里，随着收割机宽大的车斗升起，一穗穗金黄

饱满的玉米霎时倾落到收粮车里，瞬间堆成了一座小小的金山；

另一边，玉米籽粒直收机也开始“卸货”，收割机走过的地方，吐

出满地秸秆，上方长长的机械手臂伸展开来，一粒粒玉米如瀑布

般喷涌而下，“大珠小珠”散落满地金黄。

如果说，无人耕种的准确精细性在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上

发挥了作用，那么无人收割的优势就体现在提高工作效率和

节省成本上。

“无人驾驶收割机理论上车速是每小时6000米，去掉停车

倒粮的时间，每小时可收获15-25亩，面积越大收获效率就越

高，10小时就能收150亩以上，而且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

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它操作简单、

行驶路径直、轨迹偏差小，和传统收割方式相比，无人农场的

收割速度提升了2-3倍，以1000亩地为例，大约可以节省传统

劳动力20到30人左右，减轻了农民的人工压力和经济负担。”

陈国双说道。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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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金秋，丰收在望，吉林人开始谋划

新一轮的“收获”。

10月12日至13日，第三届中国新电商

大会召开。这场以“激活新消费 聚力新发

展”为主题的盛会上，与会嘉宾聚焦新电商

产业，展望新趋势、谋划新发展、开拓新合

作，激活了我省新电商产业的“一池春水”。

产业引领：新技术赋能新电商

推动以新电商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

是我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举措。

“未来的运营场景当中，商家使用AI工具

将会像用电一样方便。”淘天集团副总裁李然

认为，AI技术可以降低商家的运营成本和门

槛，也可以改善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人工智能

技术在新电商产业发展中有巨大的应用空间。

电商主播白洁已经连续三届参与中国新

电商大会了，作为新电商行业从业者，白洁认

为，新技术支持下的直播电商，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品牌选择在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售卖产

品，全渠道直播已经成为新趋势，新技术的作

用在未来行业发展中也将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三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期间，主办方围

绕新电商技术创新、新电商融合发展、新电

商消费服务、新电商国际合作等主题举办了

4场分论坛。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为吉林省

新电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广泛

而深入的探讨，为新技术新理念在我省的加

速落地提供了助力。

新技术支持下，我省新电商产业正在实

现快速发展。目前，我省已有国家和省级电

商示范基地、示范企业182个，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268个、电商服务站5316个，成规模直

播基地300余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纷纷抢滩

吉林、迅速布局，我省新电商产业乘风而起，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开放合作：新产业带动新发展

新电商作为加速商品流通的重要方式，

具有提升消费体验、融合多场景、智能化匹

配等新特点，高效解决了市场供需错配问

题，为我省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提供

了现实路径。

第三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开幕式上，多家

数字经济企业与吉林省相关机构签订重点

项目合作协议，签约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

商、智慧物流、云仓、电商基地、平台建设等

领域，我省对内对外开放合作再添新笔。

（下转第二版）

激 活 新 电 商“ 一 池 春 水 ”
——第三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综述

本报记者 陶连飞

本报讯（记者万双）近年来，长春市

着眼贯彻“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创新推进“人才创新港”建设，着力打造

“立足吉林、辐射东北、面向全国、影响

东北亚”的人才集聚平台，为加快振兴

发展率先突破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着眼“四个面向”，科学规划功能布

局。围绕中央“3+N”人才战略布局，坚

持胸怀“国之大者”及“省之要事”，明确

战略定位。

突出“产业为轴”，把汽车、先进装

备制造、现代农业、光电信息、生物医

药、新能源等优势产业贯穿起来；注重

“科教为翼”，把高水平大学、一流科研

机构、国家实验室等最优质的科教创新

资源汇聚起来；强化“园区支撑”，把分

布在周边的产业园、科技园、孵化园整

合起来，促进产业、教育、科技、人才资

源协同融合，以人才引领创新驱动、赋

能产业振兴。

坚持“四维支撑”，增强发展承载

能力。打造院士创新创业引领区。规

划建设167个地块组成、总面积157平

方公里的院士创新创业引领区，今年

以来， （下转第二版）

长春：“人才创新港”为振兴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开栏语：

吉林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
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
人才强省之路，在人才培养、引进、使

用、激励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
措，全力打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生态，
吸引集聚更多人才投身吉林、投心吉
林、投入吉林。本报今起推出“招才引
智进行时”专栏，全面展示全省各地在
引才育才聚才方面频出实招、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活力的生动实践。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

副主任李世学同志因病于 2023年 9月

19日20时31分在长春逝世，享年81岁。

李世学同志是山东淄博人，1943年

3月出生，汉族，1960年 2月参加工作，

1965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松

江河林业局革委会副主任、第一副局长、

党委副书记、书记，吉林省林业厅副厅

长、党组成员，四平市委副书记、市长、

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吉林省林

业厅厅长、党组书记、中国吉林森林工业

（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吉林省总工会主

席、党组书记（兼），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等职务。

李 世 学 同 志 逝 世

本 版 编 辑
王立新 刘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布的《共建“一带一

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

出，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五大洲的150多

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

十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

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

愿景转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

细作的“工笔画”，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国际合作平台，其成就与亮点受到越来越多外

国媒体关注。

开放包容广受欢迎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不仅是一条

通商易货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为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

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

涵。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激发各国

实现互联互通的热情。

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140多个国家和

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参会，形成5大

类、279项务实成果；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及联合

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40位领导人出

席圆桌峰会，超过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

6000余名代表参会，形成6大类、283项务实成果。

“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扩大，引发不少外国

媒体关注。墨西哥《千年报》网站题为《中国与

“一带一路”》的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

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

度融合。 （下转第三版）

“一带一路”十年，这些亮点令外媒瞩目
新华社记者 尚栩 雷明宇 杨骏

近年来，大安市大赉乡凭借区位资源优势，建设集“文化体验、民俗文化保护”功能为一体的民俗

文化产业园，助力乡村振兴。图为俯瞰大安凤翎渔村民宿项目。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江西秋意正浓。九江、景德镇、上饶，再

到南昌，习近平总书记一路察实情、观进展、

谋未来。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后提

出的重大国家战略，覆盖沿江11个省市。这

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经济带，占有

全国“半壁江山”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它

所承载的，不仅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也有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时代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念之行之，10多年来30

多次来到长江沿岸。江水滚滚东逝，江岸黄

了又绿，长江的模样也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

改变。

大江东去，长卷万里。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第

1次召开于近8年前。此后每隔两三年，第2

次、第3次，再到这一次考察期间于南昌第4

次召开座谈会。一以贯之的关注，蕴含着党

中央“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

基”的治国之道。

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回顾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历程，颇为感慨：“做就要

做好，坚定做下去。笃行不怠，一以贯之，久

久为功。”

保 护
“坚持把共抓大保护摆在第一位”

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全揽152公

里长江江西段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登上琵琶亭，举目远眺。

大江逶迤，芳草长堤。天高地广，遐思

万千！

10多年来，上游、中游、下游，“含绿量”

越来越高，“确实是沧桑巨变啊！”

昔日的长江之痛，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

发展的生态代价。总书记曾经痛心地形容，

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

2016年第一次座谈会，总书记为长江经济

带发展立下规矩：“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近8年时间过去了，“保护”的成绩单有

目共睹。“水质优良比例94.5％，长江干流连

续3年Ⅱ类水质。”总书记感慨：“归纳一个个

数字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

来，取得的是战略性的效益。”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一个生

动例证。

琵琶亭上，一幅今昔对比图摆在总书记

面前。治理前，当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江上的采砂船，江边裸露的矿坑给青

山挂白、让长江蒙尘。

望闻问切，分类施策。2021年底，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长江江西段被

列为7个重点建设区之一。九江乘势而上，

努力打造百里长江“最美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细致询问当地治污、治

岸、治渔情况，叮嘱说：“长江是长江经济带

的纽带。无论未来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

展到哪个阶段，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

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变化的不

仅有一江清水、两岸青翠，还有观念：

“过去我们讲‘以GDP论英雄’，关心‘含

金量’。现在思想观念转变了，认识问题可

以说解决了。长江经济带因长江而生、因长

江而兴，一定要认清这个因果关系。”总书记

说道。

这真是令人感慨的变化！变化背后，是

“算大账、算长远账”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远见。

座谈会上，总书记肯定长江禁渔取得的

成绩，并要求禁渔的政策不能动摇，要坚决

地继续做下去。

总书记语重心长：“生态环境保护是一

项长期任务，不能抓一阵松一阵，稍有好转

又动起歪念头。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

初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为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支撑。”

发 展
“现在路子是对的，要继续走下去”

在前几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论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辩证

关系，讲得透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

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企业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主体

和重要力量。

北濒长江、南临庐山、东枕鄱湖，中国石

化九江分公司在破解“化工围江”的战役中，

压力重重。

江上的问题，根子在岸上。九江石化有

个“环境在线监测实时数据”，每20秒更新一

次。大气、水、土壤，一栏是国标，一栏是企

业实际排放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看，一

边听企业介绍是如何“不让一滴油和一滴超

标污水进入长江”，是如何力争“臭气不上

天，污油不落地”。

总书记勉励道：“标准定得高，也在一步

一个脚印地干。希望你们按照党中央对新

型工业化的部署要求，坚持绿色、智能方向，

扎扎实实、奋发进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推动石化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由点及面，着眼的是“既治已病，也治未

病”：“在新型工业化建设中，我们要把绿色

化、低碳化摆进去，摆到日程上，也希望工业

战线有更多实际行动。”

如果说东部海岸线宛如一张蓄势的长

弓，长江经济带就是破空的锐箭。长江经济

带，作为我国科技资源最富集、最具科技创

新活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区域之一，

“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

考察第2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景德镇

的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总装

车间，“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标语分外醒

目；试飞站，湛蓝苍穹下各类直升机一字儿

排开，蔚为壮观。总书记登上一架直升机，

细听介绍。 （下转第三版）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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