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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经济

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

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

7 月，长春新区规划展览馆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时间。展

览馆负责人周丛红告诉记者，预计今年参观人数会创新高。

这几天，展览馆正在进行更新改造。“新区的发展每天都有新

变化，展览馆也要跟上脚步。”周丛红说。

长春新区GDP去年实现 842.9亿元，在全省9个市州中排名第

三；人均 GDP 达到 14.5 万元，在国家级新区中位居前列。“这里的

发展透着一股冲劲。”周丛红感慨道。

生物医药、光电信息、新材料、汽车及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长春新区的产业布局“新”意十足，如何将它们生动展

示，展览馆有自己的“妙招”。

展览馆三楼的更新改造已经完成。药品、新材料、医疗设备

等主要企业的产品在这里以实物形式展示。

“拿这些药品来说，不亲眼看到这么多种类，就很难对产业的

发展有深刻认识。”周丛红随手拿起一个产品，“只有可触可感，

才能更真切地感受长春新区正在构建的新产业体系。”

声光交织，人头聚拢。在精美的新区规划模型前，大型 LED

屏幕正在播放短片，呈现出一个光彩夺目、令人振奋的长春新

区。“总书记曾在这里停步观看。”周丛红告诉记者。

“新区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走的路子也是对的。”3年前，总书

记对新区发展给予肯定，并进一步指明努力方向，“新区发展关

键看内涵，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在高水平规划前提下，关键要

扎扎实实把产业链供应链搞起来，走集约化、内涵式的发展道

路，真正成为东北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

3年前，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480家、科技型“小巨人”企业

239家；3年后，长春新区已经集聚高新技术企业798家，占全省的

四分之一，专精特新企业达 366户，其中，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占全

省39%。

创新型企业“扎堆”落户长春新区，是看好这里的发展，也是

被营商环境所吸引。周丛红告诉记者：“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长

春新区的‘一号工程’。”

创新推出企业服务专员，担任“项目经理”；常态化开展企业

家座谈，为企业解决问题近千件；“跨省通办”“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务实推进；以法务区为依托的优化营商环境做法入选全国改革

典型案例……一项项举措赢得好“口碑”，也赢得了“奖杯”。长

春新区曾连续6年获得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标兵单位；在2020年全

国营商环境评价中取得了东北地区国家级新区第一的成绩。

就连这里的装修工人也感受到了新区日新月益的变化。

刘占全干装修这行已有 10多年，这两年在新区里接的活“基

本就没停过”。“企业一入驻，就要先到我这儿来‘报到’。”他告诉

记者，“前些日子刚给一家企业装修完，又是搞高科技的。”

的确，长春新区的发展承载着全省的希望，唯有创新才能实

现发展的突破，这是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正如展览馆门口的两行大字，“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

周丛红的目光望向新区规划模型，似有所思。3 年来，长春

新区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稳固产业基础、深挖资源禀赋、锻造创

新优势……如“善事利器”，深刻融汇于新区发展的实践中。

“我们一定要把长春新区的发展规划展示好，向总书记汇报，

向人民汇报。”周丛红说。

2020年仲夏，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视察时留下

殷殷嘱托，为吉林振兴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吉林

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新宇认为，三

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

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走出一条质

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

新路”，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

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经济发展质量更高。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高

质量发展，全面建设创新型省份和长春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导向，主动融入国家

创新体系和科技力量布局。通过“揭榜挂帅”等激

励机制，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科技攻关；通过实施

科技成果转化“双千工程”，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通过培育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强化科技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

经济运行效益更好。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建设强省会并发挥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作用，奋力实现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重向

好。除去疫情影响较重的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率位于全国中上游，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位于全国上游。同时，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长保持良好势头，

企业市场信心饱满、供给需求有效衔接。

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坚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围绕“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产业发展要求，以项目建设带动结构优化。抓

住我省一二三产业中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全力

打造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件、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和

食品细加工、冰雪和避暑休闲生态旅游三个万亿级

大产业。同时，大力推进“六新产业”发展和“四新

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

展的产业发展格局。

经济优势更加充分发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通过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加快塑造发展新优

势。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开发风光资源、打造

“陆上风光三峡”，积极开发北药资源、壮大医药健

康产业；积极利用地域和气候特点提升旅游产业，

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地利用区

位优势，构建东北亚开发开放新高地，实现对俄贸

易历史性增长与跨越；充分利用产业优势，积极推

进一汽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和长春建设一流的

世界汽车城的进程。

新动力·新格局·新突破
——访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新宇

本报记者 杨悦

安全帽、反光背心、防砸鞋套，三样安全防护装备全部穿戴整齐后，记者才被允许

走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的施工现场。

从保障安全的细微之处着眼，时刻彰显了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这一中德合

作项目典范的高质量建设标准与施工要求。自去年6月28日开工以来，这里已经成

为我省汽车产业面向新能源方向转型升级发展的一面亮丽旗帜。

尽管还未完全竣工，但踏入项目施工现场，可以感受到一座极具未来感和科技感

的新能源汽车工厂已经粗具规模。

“目前，项目的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电池五大主要生产车间的土建主体工程已

经全部完成，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机电设备安装，总体项目正在按照计划全速推进，

预计在今年年底进入到新产品调试阶段。”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经管会成员

王开宇在施工现场向记者说。

“中国速度”和“德国品质”是王开宇在采访中经常向记者提起的字眼。在施工现

场，可以看到中方与德方的工程师、设计人员经常互相交流协作，沟通起来毫无障碍，

不少大型施工设备上既写着汉语也有德语和英语，中德互惠共赢、优势共享的合作理

念在这里诠释得淋漓尽致。

“去年6月28日这里破土动工，仅用一年时间，我们就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建起

了超现代化工厂，这不仅是‘中国速度’和‘德国品质’的最好写照，更是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早日达产达效的强力保障。”王开宇对项目的建成达产信心满满。

“超现代化工厂”一词引起了记者的兴趣，究竟什么样的工厂可以被赋予“超现代

化”的涵义呢？王开宇对此解释道：“‘超现代化工厂’不仅意味着要拥有先进的技术

设备，还要在数字化、高效技术和可持续方面树立新的标杆，并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的绿色工厂。”

据悉，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投入生产后将100%使用绿色电力以及生物质供

能，并通过工厂屋顶的光伏系统自行发电。工厂还将安装膜生物反应器，实现水闭环

管理，大幅提升工厂用水回收率。

2023年7月，恰逢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一汽三周年与一汽建厂七十周年之际，作为

当下我省汽车产业发展中最为瞩目的“明珠”，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建设正全力

冲刺，为全面带动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优化升级，促进动力电池零部件本地化发

展，发挥新的汽车产业“龙头”作用而加紧步伐，随之而来的这座“超现代化工厂”也正

式进入了诞生倒计时阶段。

“中国速度”打造“超现代化工厂”
本报记者 何泽溟

赴松原，入白城，到通榆、乾安，一路“风光”。

三年来，这条路记者走过多次，此番再走，采撷到三

处“风光”变化。

一是速度之变。此变化发生在中车松原新能源产

业园。

2021年11月7日，松原市与中车集团合作签约。此

后100天里，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完成了选址、

环评、安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等全部前期工作。一个

拟投资450亿元的大项目，如此迅速便完成了从纸上签

约到线下落地的全部过程。

百天之时，记者曾到访园区，看到的是塔吊林立、夯

基建房。此番再访，标准厂房整齐划一，车间里机器轰

鸣。

吉林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慧告诉

记者，生产现已全面进入正轨，目前已经达到100只的

月生产量。

宁江经济开发区负责人刘玮东说，中车松原新能源

装备产业园是工业集中区成立以来，体量最大、建设速

度最快的项目。“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项目，既符合

我省当前清洁能源项目规划，也标志着松原产业结构的

转变。”

开启加速度，“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建设驶入快车

道。不只是速度之变，在通榆，记者还发现了规模之变。

2022年，三一重能在通榆县加大投入扩大规模，投

资4.8亿元启动通榆零碳智造产业园项目。

该公司行政经理陈永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见证

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巨大变化。“以前这条街上只有一

两家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如今落户企业越来越多，吉林

省新能源产业迎来大发展。”随着省内新能源产业链逐

渐完善，也为企业带了更多实惠。“过不了多久，公司生

产所需零部件都可以实现本地化供应，生产成本会大幅

降低。”陈永春说。

第三个变化在乾安。在乾安县水字风电场，乾

安县风电分公司副经理何润东告诉记者：“此前电场

建设的一期和二期工程发电机功率分别是1.5兆瓦

和 3兆瓦，而今年我们正大力推进的三期工程发电

机功率已经达到了 5兆瓦。”他解释说，不同功率的

风力发电机在占地面积和人员运营维护方面并没有

很大区别，以前选择小功率发电机只是在技术和成

本限制下的无奈之举。现在，我省在风电主机、叶

片、塔筒等构件的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配

套生产也更加成熟，广泛使用大功率发电机已经成

为现实。

“三期项目发电除本地消纳外还将送往山东，点亮

远在山东的千家万户。”何润东骄傲地说。

一路“风光”看三变
本报记者 邱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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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21年7月

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审

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关

于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的决定》，将“一

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调整

提升为“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
2021年10月 吉林省“陆上风光三峡”

工程建设全面启动。

2022年2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转型升级项目、奥迪一汽新

能源汽车项目先后启动。 2022年7月
吉林省“山水蓄能三峡”工

程迎来启动；中车松原新能源

装备产业园产品成功下线。

2022年10月
“氢动吉林”行动启动。

2023年5月
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开工。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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