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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吉林银行实施零售变革以来，仅仅2年时间，基本从零起步，从置办车马到配鞍备料，从选人用人到机制配套，
零售变革的“三驾马车”——财富管理体系、大众客群获客体系、经营体系落地落成

让吉林银行脱胎换骨的一场大变革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深度改革，绝非简单的
换换装、变变脸，而是从撬动传统思维方式做起的“思想之变”。

●这是一次从运行机制到管理体制的双重变革，从经营模
式到经营战略的双重转型。从每一步走起，关键环节打磨了千
遍万遍。

●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大变革，也是银行业未来之路的
“吉行”当前选择。“吉行万家”，零售变革受益的是千家万户。
从中，吉林银行也实现了脱胎换骨。

“客户需要啥，咱就有啥。”线上选贷如逛淘宝，线下体验

金融服务如进超市。现在的银行更像一个金融百货商场，除

了存取款、基金、保险、债券业务外，人们还可以在平台上点

“套餐”办理多种缴费和投资业务。“客户到银行来选购理财产

品，跟到超市去购买生活用品没什么不同。产品可劲儿挑，凭

自己的喜好自愿购买，相关责任自负也是应当的。”提到商业

银行的市场功能，一些有见解有主张的热议值得思考。

就市场经营主体而言，现在的商业银行依然属于传统

的商业企业范畴，与传统的商业企业一样，在市场流通中有

批发、零售、代购代销、联购联销业务，叫法可能不同，销售

渠道和形式有些差异或变化，但二者在营销和服务对象上

是一样的，面对的都是客户。

“获客，获客，还是获客；服务，服务，还是服务。”把客户

捧在手里，放在心上，把服务挺在前面、落在细处。自2020

年吉林银行实施零售变革以来，仅仅2年时间，基本从零起

步，从置办车马到配鞍备料，从选人用人到机制配套，零售

变革的“三驾马车”——财富管理体系、大众客群获客体系、

经营体系落地落成。

一张业绩单值得晒一晒。截至2022年 10月末，5万元

以上价值客户107万户，较零售变革之初增长40万户，增幅

超过50%，其中，50万元以上各客群增幅均超过100%，500万

元以上客户增量位居省内同业第一。非存 AUM 余额突破

800 亿元 ，较零售变革之初增长 500 亿元 ，增幅达到

167.92%，非存AUM占 AUM比例从17%提升到25%。财富中收

从一年几千万元增加至近2亿元，增幅近10倍。

“吉林第一零售银行，我们来了”

“得零售者，得天下，得未来”，是近年来银行业的普遍

共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挑战，银行业息差收窄、利

润增幅趋缓，轻资本、弱周期的零售业务成为众多商业银行

发力抢滩市场的重要支点。作为省内唯一的一家城商行，

吉林银行小步快跑，以“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必

胜信心和决心，打响了零售变革的“第一枪”。

至今，吉林银行的员工不会忘记零售变革启动会议的

场景，那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时任分管零售变革的副

行长秦季章当时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儿童意味着新生，

蕴含着希望。对吉林银行来说，零售变革恰如新生儿，寄托

了全行的希望。”启动会上，“吉林第一零售银行，我们来

了！”所有的发言都以此作为结束语，这句成为后来响彻全

行的口号。

“推行零售变革，打造吉林第一零售银行”，是吉林银行

上下的首战之举和首战必胜的信念。这源于必胜的底气，

源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机。秦季章在接受采访时，分

析了零售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所以率先选择进行零

售变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零售变革对于吉林

银行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同业证

明，一家银行的零售业务做强了，它的盈利能力会大大增

强、风险水平会大大降低、品牌影响力会大大提升，可以说

是一好百好。零售变革成功了，一定会给吉林银行带来红

利，而吉林银行要成为优秀的城商行，零售变革是必由之

路；另一个方面，吉林银行有着零售变革的很多良好条件，

比如个人客户的数量超过1000万、网点近400个、员工近万

人、储蓄存款超过2000亿，吉林老百姓的认可度也比较高，

这些都有利于我们的零售变革取得成功。”

客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做老百姓的银行。零售变革，就是

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客户，拓展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

“吉林第一零售银行，我们来了！”零售变革之路，吉林

银行已经迈出第一步。

“他乡作故乡，零售新逻辑洒下鸟语花香”

“零售”意味着在经营方式上做细做小做广做深，但绝

不是零打碎敲，而是一个战略体系、战略布局。通过这个转

型，最终达到“脱胎换骨”。

吉林银行的零售转型，可以概括为十大零售新逻辑：即

客户为王，服务为上，AUM为纲，资产为先，营收为重，成本

为限，品牌为魂，科技为器，队伍为本，战略为基。这是秦季

章行长总结提炼并作出的战略部署。

“队伍咋建、人员咋管、机制咋设、目标咋定、市场咋抓、

业务咋办……”在实施过程中，吉林银行从打磨关键细节入

手，破解了成百上千的为什么，回应了成百上千的怎么办。

人得能干活，综合素质和战斗力体现在理财专员与理

财经理、个贷客户经理、信用卡DS、大堂经理等一线营销队

伍的扩容上，达到400人的每支队伍能打善战是基本要求。

当败兵是不行的，因为有金牌黄牌制度在机构考核上

频频亮灯。

“爱我吉行、展我能量”不只是口号，在新客获取上全员

使劲儿，实施全员营销、全面伙伴“两全工程”，侧重代发、

侧重高端。

据吉林银行财富管理相关负责人介绍，吉林银行对客

户实行分级管理、分户经营。实施高净值客户集中到私行

中心、财富中心经营，建立客户向上输送机制。

“实现当天申请当天放款，上线不到半年即投放 50

亿。”在个人贷款上，迅速抢占市场，打响品牌。面对住房按

揭额度受控的艰难环境，依靠“吉房贷”突围，建立线上线下

一体化作业模式和一站式服务客户的运营中心。

这些年，信用卡业务确实让老百姓受益，解决了很多燃

眉之急。信用卡等于救急卡、救命卡，这是很多用户的真实

表达。吉林银行新组建了6家DS中心，并迅速提升产能，主

要地区的队伍人数及发卡分期业务量都成为当地同业第

一；与广州银行合作的分期业务，跨越式发展；新发行的金

鹿卡十几天进件十几万，创历史新高，并引爆市场。

十大零售新逻辑，是招行经验在吉林银行的新版本、新

实践。秦季章在他满怀深情的小诗《我把他乡作故乡》里写

道：我从南方来到北方/爱上你不一样的风光/冰雪世界/胜

似远方熟悉的鸟语花香/白山松水是滋养满汉各族的故

乡。“2001.12.21，正式成为招行、招商人。2022.11.1，正式

成为吉行、吉林人。未来，为吉林版招行竭尽全力！”

“客从哪里来，客户留下来”

过去的商业服务行业，把客户视为“上帝”。现在做零

售也好，做批发也好，把客户当亲戚处、当家人看最好。吉

林银行从构建获客渠道出发，坚持“突破代发、重启收单、布

局惠农、升级厅堂”这“四步走”，着力完善大众客群获客与

经营体系。

看点一：吉行之“惠”。打造了专业性商户服务平台“吉

惠商”。通过全方位支付结算、报表查询、店员管理、商户管

理及金融产品购买等为一体的综合化服务，短短一年多时

间，即新增有效收单商户 5万多户，接近过去十几年的两

倍，沉淀活期存款近50亿元。

看点二：吉行之“桥”。构建“线上线下打通、跨金融机

构互通、金融与公共领域融通”的新型服务渠道，建立了“一

站多能、一网多用”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该业务从

2022年2月启动以来，克服疫情影响，截至10月仍签约站点

近800家，实现储蓄存款8.91亿元、开卡2.29万张。

看点三：吉行之“美”。红旗街支行、兆华支行精彩亮

相，让吉林银行的网点形象从1.0一步跨越至3.0。网点服

务的转型，还体现在新投产的ITM设备共集合了9大类 75

项交易，对柜面业务的替代率达到70%以上。

变坐商为行商。走出去，把客户引进来；走下去，把客

户请上来。这是吉林银行的待客、获客之道。

“键对键看着你，面对面伴着你”

“你来与不来，我就在这里；见与不见，我就在这里。”拿

出的是诚心，收到的是实意。

老人喜欢啥，吉行人的做法是，搭建“吉惠商城”“充值

中心”“影票频道”三大高频消费场景，从用户视图、易用

性、智能化、生活服务四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既能键对

键，也能面对面”，手机银行受到长尾客户和老年客户的青

睐。

“明知人家不图啥，但咱也得做点啥。”都说东北人实

在，吉行人心肠也是热的。坚持线上线下两手抓、同步走，

能为客户提供的权益回馈服务一点也不差，多渠道满足大

众客户的支付需求。目前，手机银行用户超过288万户，柜

面业务替代率达到70%以上，并且成为探索大数据营销的重

要渠道。

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看，作为本土银行，吉林银行的科

技步伐走得也不慢。以“吉服务”“吉金融”“吉生活”三大

板块全新布局的微信银行，为客户提供动账提醒、账户查

询、预约取款、网点查询、活动推送等零门槛服务，通过打造

轻资产的获客工具，将微信银行建设为线上线下的融合平

台。让不少客户更加看好的是，以“智能外呼批量触达+人

工坐席精准营销”相结合的远程银行，逐步开通远程视频服

务、优化智能外呼功能、打造“远程陪伴式”管户团队、探索

与客户“同屏互动”，打造“数据+远程+网点+企业微信”一

体化经营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万名员工齐上阵的热烈场面，吉林银行

干部员工至今仍心潮澎湃。两年来陆续开展了“万人绑卡

季”“吉行超市季”“社区团购季”“双十一购物季”“冬季洗

衣季”等主题运营活动，“周年庆年货节”“充值观影季”“小

吉养成记”“MGM推荐礼”“百万锦鲤拆盲盒”等拉新促活活

动，以及“千元户提级”“代发薪大作战”“理财签约有礼”等

大众客群提级活动。

有笔账可算：截至2022年 10月末，共组织开展活动43

场，实现浏览量925.57万次，参与人数185万人，拉动新开

客户34万人，手机银行AUM88万户，增幅76%，月活率28%，

理财投资交易额近730亿元；绑卡客户达363.42万户，累计

交易笔数17014.01万笔，交易金额626.32亿元，2022年创

造中收1100万元。

“信用卡分期遥遥领先同业，金鹿卡、水果卡发卡屡创

新高；大堂经理产能成倍增长，首年即实现盈亏平衡；远程

智能化营销顺利破冰，理财销售产能达到中等分行水平；商

户收单业务迅速上量，几个月时间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量；

惠农点建设雷厉风行……”一份份亮眼成绩单亮在吉林银

行万名奋斗者的心里。

“根据大家的提议，为了和零售条线的广大干部员工特

别是年轻人建立零距离沟通渠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零售

新逻辑》去年7月正式问世。发表的内容已经不少，但我记

忆最深的还是最佳实践案例访谈，因为这些案例的主角都

深深地打动过我。”秦季章行长微信公众号《零售新逻辑》记

录了几位吉行奋斗者的奋斗点滴：

年过五十的理财经理孙晶，学习、工作、生活的劲头“比

年轻人还年轻”，主动钻研信托、保险等复杂业务的知识，刻

苦学习考AFP金融理财师；

私行客户经理张杉，开拓营销保险新实践，从了解熟悉

产品、筛选目标客群、多次邀约铺垫到做好异议处理、意向

客户落地，百万保险大单背后是五步出单法的专业营销；

个贷客户经理张春丽，取得个贷全行第一的成绩，不是

靠偶然也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方法、靠修炼、靠勤奋，她说努

力一定有收获、一定会被认可；

信用卡客户经理于海洋，扛起家庭的重担，遇到挫折不

气馁，从国企到外包、从北京到吉林、从生手到销冠，印证了

营销需要百折不挠；

90后大堂经理孙皓用每一个会心的微笑、每一声诚挚

的问候、每一个细心的举动，真诚服务，最终赢得客户的信

赖；

被大家亲切称为“张妈”的原二级支行行长张宇虹，用

实际行动诠释对吉林银行、对零售深沉的爱，吉行人用一封

封感谢信一朵朵小红花回馈这份真情。

（上接第一版）到自动化生产线，再到“绿电”“零

碳”智能工厂，一场推动实体制造业转型升级、绿

色发展的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推进。

奥迪一汽新能源工厂就是世界工业巨头在中

国的新尝试。据介绍，这一全新工厂将利用信息技

术架构使所有流程联网。工厂欲实施“零排放计

划”，通过二氧化碳中和方式进行汽车制造。除了

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车间等生产区域外，工厂还

将配备自己的电池装配车间。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汽车生产制造的全价值

链，附近30公里内将集聚50%的项目配套供应商，

发挥强链延链补链的巨大作用。

自主品牌“红旗”的生产车间，也已经为新能源

智能生产做好了准备。记者在红旗工厂看到，只用

十几秒时间，车轮装配工位的机械手臂就能将车轮

精确地安装在车身上，轮胎输送、抓取、拧紧全程自

动化。而被称为“大黄鸭”的大型工业机器人，搭载

精准视觉导引系统，可以将涂装车间运送来的车身

快、准、稳地转运到总装车间工作线上。

同时“更新”的还有汽车产业链。今年，一汽弗

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动力电池项目在长春正式

开工。这家由中国一汽集团、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注册成立的企业，是吉林省加快打造现代新型

汽车和零部件万亿级支柱产业的重要举措。动力电

池项目总投资135亿元，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满足20

万辆电动汽车配置需求，年产值150亿到200亿元。

“动力电池项目距离奥迪、红旗两大新能源整

车厂不到5公里，这就是产业链的同轴布局、近点

协同。”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

贾增博说。据介绍，一汽弗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项目将采用比亚迪最先进的2.0生产设备，配备最

前沿的动力电池工艺技术，平均每3秒就可以下线

一颗电芯。一期厂房按照8条生产线规划，电芯日

产能可达9.6万件。

对于吉林省而言，汽车产业“一业独大”也是导

致经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痼疾。布局新赛道，吉林

省谋划更多产业“新能源化”。设计生产了“复兴

号”、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的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多年来也是吉林省工业制造的“金名

片”。抢抓“双碳”时代机遇、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今年初，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了100天的中车松

原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全面启动。这一项目是吉

林省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一二期总占地面积80万平方米，分为产业项

目和风光资源开发两大板块。智能化、数字化、低

碳化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将布局整机、叶片、塔筒、发

电机、储能设备、电气设备、智能运维等产业，全部

建成后可为东北地区风电产业提供设备保障。

11月12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化工

转型升级项目120万吨/年乙烯装置建设开工仪式

在吉林市举行。该项目建设投资达37.29亿元，年

可生产聚合级乙烯120万吨、聚合级丙烯58.7万

吨，同时副产氢气、混合碳四、粗裂解汽油、裂解柴

油和裂解燃料油等产品，是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

升级项目的一部分。

据悉，吉林石化转型升级项目总投资339亿

元，将新建120万吨/年乙烯、60万吨/年ABS等21

套炼油化工装置，是“十四五”以来国家批准的首个

大型石化项目，于今年2月8日全面启动。此次开

工建设的120万吨/年乙烯装置是吉林省与中国石

油联手打造中国炼化企业“减油增化”“绿色低碳”

的重要环节。项目投产后，吉林石化乙烯总产能将

达到190万吨/年。

“新能源”风劲吹，消费者的消费理念也不断更

新，更多消费者开始关注新能源、使用新能源。如今

在长春街头，绿色牌照的新能源出租车和私家车越

来越多。2021年，吉林省启动“旗E春城 绿色吉林”

项目，2000多台红旗新能源换电出租车上线运营。

来自吉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吉林

省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19.4亿元，

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7万辆，

同比增长1.4倍。

生态蝶变：“无烟产业”打造绿色发展
新引擎

12月10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更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吉林长白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11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

白山松水，沃野千里，吉林省生态资源丰富。

东部长白山地林海茫茫，松花江、图们江、鸭绿

江“三江”发源于此，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生态屏

障，也是世界重要的“物种基因库”；中部松辽平原

一望无际，是我国重要的黑土地“大粮仓”；西部草

原湿地河湖互济、渔兴牧旺，是全球气候变化东北

样带和调节气候变化的重要区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

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筑牢生态安全绿色防线，吉林省戮力实现生

态变革。

深入实施第三个“十年绿美吉林行动”，吉林全面

启动林草湿生态连通工程，林网成格、草地连片、湿地

镶嵌、交错互连的高颜值生态连通格局正在形成，万

里绿水长廊建设全面启动，保护水资源、强化水安全、

改善水环境、守护水岸线、修复水生态、弘扬水文化，

逐步做强水经济正成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引擎。

位于吉林松原的查干湖是我国十大淡水湖之

一，这里是吉林河湖连通工程的核心。肥美的鲜

鱼，是查干湖的标签。然而离开纯净的湖水，鱼鲜

不了；没有科学的捕捞，鱼也难肥。近年来，查干湖

周边全力消除影响水体的经营活动。引来水库水，

修建农田退水自然沉降区，启动建设湿地恢复工

程，在库区里种荷花、芦苇。与嫩江、松花江通联，

湖水变成“活水”，三年就可整体置换一次。

渔民们世代使用的捕鱼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以前，有啥就捞啥，渔网织得密，大鱼小鱼‘一锅

端’。”鱼把头张文说。眼下，细眼渔网都改成了宽眼

大网，抓大放小，“育”“捕”结合，遵循生态规律。

吉林全省共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56个，总

面积378万公顷，占全省幅员的19.78%。近年来，

吉林省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截至目前，自然

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整治率达到98.99%。如今，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旗舰物种在吉林安家，正是吉

林自然保护地监管不断强化，野生动物生境不断提

升的成果。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拥有目前世界上保存完整

和极具代表性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作中国

东北的“生态绿肺”。

随着东北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

伐，长白林海间轰鸣了数十年的电锯声消失了。打

“绿色牌”、念“生态经”，停伐之后，长白山区开始系

统性森林保护、林下产业经营、生态旅游多管齐下

的“绿色创业”。

长白山脉停止红松果林承包，历时5年拆除核心

区多家酒店，并恢复植被。长白山管委会做过统计，

取消承包每年少收入5000多万元，拆除酒店支出2亿

元，但换来了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借助国家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等政策支持，长白山保护区累计投入50

多亿元，实施了70多个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截至目前，

试点区内连续记录到虎、豹繁殖家族，其中新繁殖

的东北虎幼崽12只以上，东北豹幼崽11只以上。

试点区森林蓄积量由2.12亿立方米增加到2.23

亿立方米，生态修复总面积近4.3万公顷，林（参）

地清收还林2130公顷。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积极开展长白山自然保护

区的信息化建设、野外调查监测和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保护等工作。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构建了“天空

地”一体化林业监测预警体系和集生态保护、森林

防火、应急处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数字化指挥平

台，实现“人防”向“技防”的历史转变，夯实了长白

山绿色发展基础。

截至目前，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区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98.4%，优良天数251天，PM2.5均

值浓度12微克/立方米；饮用水水质达Ⅱ类以上，

主要河流水质保持在Ⅲ类以上；污水集中处理率和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7.7%和100%。

如今，中华秋沙鸭、紫貂、东北红豆杉等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在稳步增长、珍稀濒危物种栖息

地得到了有效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高，

野生动物得以繁衍生息。

吉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

决通过《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

“吉林生态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26日设立为“吉

林生态日”，不断擦亮绿色底色。

在生态优化基础上，吉林推动冰雪资源的生

态价值转换，始终强化冰雪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屏

障，以生态安全格局为遵循优化冰雪产业项目布

局，被誉为“无烟产业”的旅游产业迎来大发展。

坐拥松花江雾凇、查干湖冬捕以及长达8个月

雪期的长白山，“长吉都市冰雪运动与休闲度假”

“大长白山冰雪生态度假”两个产业集聚区效应显

现，加之查干湖、白城莫莫格等冬捕文化经济区，吉

林省“西冰东雪”的冰雪旅游格局基本形成。

在冰上，深冬的查干湖，冰面温度低至零下

20℃，渔民们热火朝天地从湖水中拉出一网网鲜

鱼。鱼儿在室外迅速冰冻、分拣、包装，销往全国各

地。湖岸边，农家乐里游客爆满。

在雪上，目前吉林省已经建成54家旅游滑雪

场，雪道总长度330.7公里，雪道总面积1139公

顷。“万科松花湖”“吉林北大湖”“万达长白山”三个

大型滑雪度假区，接待床位数量、缆车数量、雪道总

面积和每年雪季滑雪人次，均为全国前列。

能源蝶变：“风光”发电推动能源领域
新格局

蓝天之下，湿地之侧，一排排整齐的光伏设备

成矩阵排列，远处错落的白色风力发电机缓慢转动

着巨大的叶片……这里是吉林省西部，是国家“十

四五”规划的九大清洁能源基地之一——松辽清洁

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

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

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

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

度。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

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

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吉林省政府制定了《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确保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提前布局碳中和。

为实现上述目标，《方案》把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立足能源禀赋，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

合，提升能源安全底线保障能力，加快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大力发展新能源，吉林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

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吉林省西部地

区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盐碱地、河滩地等未利用土地

资源优势，全力推进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建设，实施“陆上风光三峡”工程，新增跨省跨区通

道可再生能源电量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鼓励

生物质发电、生物质清洁供暖、生物天然气等生物

质能多元化发展，以长春、吉林、松原、白城等地为

重点，建设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吉林省地处高纬度地区，土地平阔，是国内风

能、太阳能资源最优越的区域之一。全省风能、太

阳能等新能源可装机容量1.15亿千瓦，目前开发

率仅8%，发展空间巨大。同时，吉林省土地资源丰

富，未利用地约6000平方公里，能够为新能源规模

化开发提供充足的土地保障。

在这样的资源优势下，吉林规划实施了“陆上

三峡”工程，在白城、松原等地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

发电，力争到“十四五”末，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达到3000万千瓦，超过长江三峡水电站装机规模

（总装机2250万千瓦），建设3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

基地，即消纳基地、外送基地、制氢基地，助力绿色

低碳化振兴。

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省工业产业大量消耗

能源。吉林省结合清洁能源发展，也在布局传统支

柱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在新能源发电基础上，吉林省还在谋划利用

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制氢，延伸新能源产业链，建

设“绿电”园区。

白城市位于科尔沁草原东端，风能、光能资源

丰富，谋划建设“中国北方氢谷”，利用风能、光能等

清洁能源来电解水制氢。不同于煤制氢、石油天然

气制氢以及化工厂副产气制氢等方式，电解水制氢

没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粉尘等污染物排放，

甚至没有二氧化碳排放。

“这种方式制出来的氢在使用环节，不管是直接

燃烧，还是通过氢燃料电池转换成电能等，直接排放

物都是清洁的水，全流程都是绿色的。”白城市能源局

局长张晓波说，氢作为工业原料、工业燃料和工业气

体，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子、冶金、航空航天、食品

加工、建筑材料等行业，可以形成绿电产业园区。

制定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吉林省有序推动“北

方氢谷”和“长春-松原-白城”氢能走廊建设，推进

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展。稳妥实施核能供热

示范工程。加快白城、松原“绿电”示范园区建设，

提升清洁能源本地消纳能力。

专家认为，使用“绿电”生产的产品，未来在国际

市场将更有竞争力。因此吉林谋划在白城、松原建

设两个“绿电”园区，采取新能源直供园区用电，打造

“新能源+储能+局域电网”的源网荷储模式，实现绿

色用电，降低用电成本，形成电价洼地，吸引用电大

户落户园区，促进老工业基地实现绿色低碳振兴。

同时，吉林省还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打

造涵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资源开发、应用服务的

完整储能产业链，推动储能设施建设。加快实施东

部“山水蓄能三峡”工程，打造千万千瓦级东北应急

调峰调频保障基地。

今年，吉林省“山水蓄能三峡”工程暨国家电网

蛟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启动。工程总投资2100亿

元，规划装机容量3500万千瓦，主要包括白山、敦

化、蛟河3个抽水蓄能电站和纳入国家《抽水蓄能中

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7个站点，预计到

2030年全省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将达到1210万

千瓦。项目将同步发展工业旅游、生态旅游，努力实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统一。

（原载新华网2022年12月20日）

吉林：老工业基地的“绿色”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