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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东北全面

振兴 ，根基

在实体经济，关

键在科技创新，方

向是产业升级。”习

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上的话语，为东北全面

振兴指明了方向，也为吉林

带来了“行动指南”。

刚刚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披露了一个个亮眼数据，

令人深切感受我省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澎湃动能。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幅度全国

第一；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增长

150.3%；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

2400万千瓦，占总装机量57%、居全国前列。

……

成绩背后，是我省围绕产业链谋划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新动能势头强

劲，新产业蓬勃发展。

今天的吉林，深入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大力培育“四大集群”、发展“六新产

业”、建设“四新设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不断抢占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构筑新优势，正

走上一条质量更高、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

展新路。

强链壮群 拉动制造业向上跃升

一个拥有强大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和

根基必定是先进制造业。

推动吉林振兴，既要承接老工业基地的传统优势，

又要实现由“老”向“新”的转型升级，实现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目标既定，吉林该如何向新而行，强链壮群？

——瞄准“世界级”，打造先进汽车制造业集群。

当下，我省汽车产业的两个重大项目正在向最后交

付发起冲刺。

奥迪一汽新能源项目，总投资358亿元，是奥迪在中

国首个基于PPE平台、专门生产纯电动车型的生产基

地。年底前，项目将完成生产基地建设和设备安装，包

括超大型冲压产线、装配机器人和可视化监测系统等，

预计2024年初启动预生产。

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总投资180亿元，项

目一期预计明年3月投产，可为近20万辆新能源汽车配

套刀片电池。经过一年半的加紧建设，项目主体已建设

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其中，电池

包生产车间已具备量产能力。

我省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汽车一直是吉林

的优质产业，也是吉林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转型

升级的重点领域。

随着全球汽车产业迈入“百年变局”，机遇与挑战

迎面而来。吉林主动求变，全力支持中国一汽做强

“龙头”，开启新能源汽车转型历程，加快推动奥迪一

汽新能源汽车等重大项目建设，扩大一汽新能源汽

车产能规模，带动电池、电机、电控和软件等配套项

目落地；发展配套产业做大“龙身”，吸引零部件企

业落户吉林，全力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强化科

研和人才平台支撑，实施汽车“百千万”人才工程，

开展跨领域、多学科联合攻关。

雄厚的产业基础吸引了各类要素不断集聚，

一批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以红旗

新能源繁荣工厂、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一汽弗

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项目为“链长”，一大批行

业顶尖、世界顶级的企业纷至沓来。

今年初，长春汽开区2023年招商引资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总投资近442亿元

的64个项目成功签约，总投资59.65亿元

的12个项目落位启动，涵盖新能源、汽

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

等多个产业领域，9家世界500强企

业及21家行业领军企业参加活动。

以开放进取之姿，中国一汽

迎接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开启

下一阶段的跃迁新程，成为中

国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领头

羊；我省发力推动上下游

汽车产业集群迈向高质

量发展，实现规模跃升

和质量变革，推动汽

车产业迈上万亿级

台阶。

——支持

“领军者”，

助 力 优

质 企

业

勇攀高峰。

纺织业是我省工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如今，我省

纺织业不仅能织出人们的衣衫，也能织出“黑色的黄金”。

吉林化纤集团生产车间里，一束束原丝经过氧化、碳

化等多道工序形成碳纤维，通过收丝机卷绕成筒。全过

程连续走丝，精准控制，全电气化的生产设备有效保障了

各道工序的稳定生产。这里生产的就是新材料之

“王”——碳纤维。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我省碳纤维

产业发展迅速，2021年和今年上半年先后出台了《推动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1.0版和

2.0版，持续举全省之力以硬核之策推动碳纤维产业发

展，助推碳纤维变身“黑色的黄金”。

4月10日，吉林碳谷高性能碳纤维原丝、国兴复材碳

纤维助剂、汽车轻量化复材及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4个

吉林化纤集团系列碳纤维项目集中开工，将我省碳纤维

产业发展推向了新高潮。

在碳丝产能充分释放的同时，吉林化纤已形成从原

丝到碳丝再到复合材料的碳纤维全产业链，成为大丝束

原丝市场化企业，其大丝束产品已实现通用化、高品质、

高效率，小丝束产品也已做到专业化、高性能。碳纤维产

品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多个规格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一款大丝束碳纤维产品应用于知名风电叶片制造企业，

有效带动了下游制造效率的提升。

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公司发展迅速，人造丝、腈纶

以及竹纤维产能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碳纤维产能规模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第一。预计到2025年底，我省碳

纤维全产业链产值将实现突破300亿元目标。

“‘十四五’时期，吉林化纤规划了24个碳纤维产业

项目，将不断推动碳纤维质量提高和成本降低，继续拓展

下游应用领域，实现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将碳纤维产业

做强做优做大，向世界一流碳纤维生产企业的第一方阵

迈进。”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

德武说。

——按下“快进键”，加速传统产业结构优化。

12月12日，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年产120万

吨乙烯装置建设现场，随着清脆哨声响起，直径6.6米、

高90.6米、重达1160.5吨的乙烯塔起吊升起，历经3个

小时顺利吊装就位。

这标志着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建设进入

设备安装阶段，离实现由“燃料”向“化工产品及有机材

料”转型目标越来越近。

近年来，随着国内炼化新增产能全面释放，化工产业

结构性矛盾突出，同质化竞争加剧，部分低端产品供大于

求，部分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转型升级项目将整体提升吉

林石化炼化一体化运行水平，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

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新项目优化调整了炼化产品结构，减产汽柴油产

品，增产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和有机合成材料，最大程度将

碳转化为化学品和化工材料，从产品端减少碳排放。”吉

林石化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金彦江介绍说，项目建成

后，还将淘汰部分规模小、能耗高的装置，降低整体能耗

水平，同时采用热泵技术回收低温热等技术，降低蒸汽消

耗及新鲜水用量。

依托我省“陆上风光三峡”工程，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

型升级项目与吉林油田风光发电项目联动实施。项目建设

中，大力推广使用高能效变压器、电动机等节能设备。项目

建成后，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用电将全部实现

吉林油田“绿电”替代，预计通过“绿电”使用，将降低碳排放

量约170万吨/年。

转型发展的本质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曾为吉林创下

无数辉煌的制造业，正在抓住转型发展的绝佳时机，为今

日的振兴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

创新引领 加速起势新质生产力

产业不断迭代，标记着经济发展的蝶变。

新征程上，全省上下开启了一场关于吉林创新未来

的宏阔布局，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全力开启下一轮

“蝶变”之旅。

群星在轨，长守苍穹。

6月15日，“吉林一号”卫星以“1箭41星”的方式成功

发射升空，不仅再次刷新了该公司保持的中国航天单

次发射卫星数量纪录，实现了“吉林一号”卫星

星座组网工程“百星飞天”阶段性目标，

把“吉林一号”组网卫星数

量大幅提升至108

颗，制造超

130 颗

卫星，打造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翻开“吉林一号”的“履历”，创新发展过程历历在

目。它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

星、我国第一颗以一个省的名义冠名发射的自主研发卫

星、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星载一体化”商用卫星、我国

第一颗自主研发的米级高清动态视频卫星，也是我国第

一次以灵巧方式在轨成功成像、国产CMOS第一次在轨技

术验证……

从一箭4星到一箭41星；从单星重量400多公斤到

20多公斤；从四十几位年轻人合力闯出一条商业航天

路，到今天近千名“年轻科研力量”在这里成长成才……

长光卫星与“吉林一号”，是吉林以核心技术作为“发展密

码”的成功案例，更是吉林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鲜活样

本之一。

如今，“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

每天35至37次重访，具备全球一年覆盖3次、全国一年

覆盖9次的能力，为国土安全、地理测绘、土地规划、农林

生产、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等各领域提供了高质量的遥感

信息和产品服务，对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

长光卫星已具备年产超过200颗卫星能力，并持续投入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建设，预计2025年底前实现300

颗卫星在轨。

“新星”冉冉升起，带动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迅速崛

起。在这条“星光璀璨”的产业链中，上游包含奥普光电、

见真精密机械及长光辰芯等航天制造相关企业；下游则

囊括为农业、林业、气象、海洋、资源、环保、城市建设等领

域提供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的300余家企业，上下游彼

此衔接互补，构成了航天信息产业集群，共同开启“星辰

大海”的全新未来。

今年4月，长光卫星航天信息产业园二期项目启动

建设，主要建设卫星指控中心、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存储

中心、光学加工中心等，预计2024年 10月整体竣工投

产。该项目将助力长光卫星围绕“吉林一号”卫星星座，

加快创新发展步伐、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

目光从星空拉回，另一股吉林的创新力量，正在中国

乃至世界的大地上急速飞驰。

10月17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期间，中车长客与塞尔维亚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正式

签署了塞尔维亚高速动车组车辆采购商务合同，这是中

国高速动车组首次出口欧洲。

12月1日，中车长客研制生产的国内首列市域C型

列车在长春发布。该列车实现了高铁技术与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模式的有机结合，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160公

里，在全国市域铁路项目中拥有广阔应用前景。

杭州亚运会期间，身披“虹韵紫”的“复兴号”亚运智

能动车组列车飞驰在杭州与宁波、温州、金华、绍兴、湖州

等协办城市之间。高效、快捷、稳定的“复兴号”亚运智能

动车组列车，赢得来宾点赞。

向“新”发力，让中车长客的产品在海内外均赢得良

好口碑。近年来，中车长客推动轨道交通产业的含“新”

量持续提升，不断累积轨道交通装备的技术储备。“复兴

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时速400公里可变轨距动车组、服

务北京冬奥的智能动车组……一大批产品创新成果在中

车长客问世。

巴西国际铁路装备展览会是各国铁路厂商展示最新

技术、了解南美地区市场需求的重要平台。今年，中车长

客成为该展会最大参展商之一，带来了一系列新产品和

新技术，令全世界同行为之惊叹。

“我们在此次展会上发布了新一代无人驾驶地铁、

100%低地板轻轨列车、全球首列氢动力市域动车组等前

沿产品，并介绍了‘智慧列车’全寿命周期服务系统，展示

了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先进技术和系统化解决方案。”中

车长客总体设计师姜柏洋说。

占据领先地位的卫星与轨道客车，是我省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成就的缩影。纵观吉林大地，涌动的创

新力量千帆竞发，研究时有突破、成果层出不穷，彰显了

吉林振兴发展的硬核实力：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双飞翼垂直起降固定

翼无人机，采用全球首创的“双飞翼+多旋翼”的气动布

局，拥有80余项自主核心专利。除此之外，长春光机所

研制出的青绿荧光透明陶瓷填补该领域国际空白。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通过世界卫

生组织（WHO）预认证，成为中国生物第一个通过世界卫生

组织预认证的流感疫苗。

长春百克生物首批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作为首个国

产带状疱疹疫苗产品在国内上市，成功打破国外垄断。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已有科技创新项目172

项，实用新型34项……

11月25日，一场关于创新能力的“年度大考”揭榜：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3》发布，我省区域创新

能力排名上升6位，提升幅度全国第一。

这是继2021年后，我省区域创新能力排名上升幅度

再次领跑全国。

3年来，全省累计投入3.58亿元，实施了核心光电子

器件和高端芯片、智能制造等17个重大科技专项，全

力争取在高端芯片、新材料等领域取得率先突破。

日前，我省评价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达到4550户，数量连续两年提升，全

国排名从第23位提升到第20位；

科技部火炬中心《科技型

中小企业评价数

据 快

报》显示，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同比增幅8月和9月

连续两个月排名全国第一……

过去数年间，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生力量，在我省

稳增长攻坚战中发挥了不凡作用，这正源自我省不断探

索创新途径、挖掘创新要素、集聚创新动能、释放创新活

力带来的强大支撑。面向未来，具有吉林特色的创新驱

动发展模式，将持续为吉林振兴发展实现新突破注入动

能。

扬优成势 “特色竞争力”异军突起

做特优势、做优长板，方能打造产业发展的强大竞争

力。

我省西部是国内风能、太阳能资源最优越的区域之

一。白山松水之间，纯白色的风力发电机排列成行，扇叶

轻轻转动，如白鸽轻掠大地。9230平方公里的西部国家

级清洁能源基地上，绿能涌动，“风”“光”无限。

依托自然禀赋，吉林打造“陆上风光三峡”，建设清洁

能源全链条体系，同时进一步深挖优势布局氢能产业，为

吉林发展提供绿色动力。

11月13日，吉林油田昂格55万千瓦风电项目建设

现场，第一批新能源规模外送工程首台风机成功吊装。

该项目是中国石油在建单体规模最大集中风电项目，明

年7月全部建成投运后，可实现年发“绿电”量16.3亿千

瓦时。

“传统的原油开采需要消耗大量能源。‘零碳原油’生

产用能全部来自清洁能源，可以实现原油生产零碳排

放。依托清洁能源，吉林油田产出了我国第一桶‘零碳’

原油。”吉林油田新能源事业部负责人贾雪峰说。

新能源不仅给传统能源供给带来了新突破，更带动

了一系列新产业落地吉林，百余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

发展，成功打造“绿电”“绿氢”产业链。

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内，生产车间机器轰鸣，

工人们正为华能通榆风电项目订单加紧生产。作为国内

产业链最全、规模最大的风电装备产业基地，中车松原新

能源装备产业园已实现风电整机、叶片、发电机、储能设

备等风电产业链项目的生产制造。

今年初，松原市长岭龙凤湖20万千瓦风电制氢储氢

加氢一体化示范项目进入生产阶段，吉电股份白城分布

式发电制氢加氢一体化示范项目成功制取第一立方“绿

氢”。白城、松原两座我省西部城市“绿氢”项目齐头并

进，开辟了我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今年上半年，中车新能源、远景能源、三一风电等一

批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合计产值同比增

长227%，带动新能源产业链优化升级能力显著增强。

预计到2025年，我省将建成省内消纳、外送和制氢3

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新能源装机达到3000万千

瓦，年发电量达到800亿千瓦时；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

达到6000万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而这两者，吉林大地兼而有之。

“利用5至10年时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万亿级规

模”，这是《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中确定

的清晰目标。在持续构建的“大旅游”格局下，吉林全域旅

游资源穿点成线，坚持“一湖、一山”（查干湖、长白山）联

动，冰雪、避暑互动，全力实现从传统供应链到聚合产业

链，协同促进生态资源增值。

目标既定，驰而不息。在全力打造下，我省在旅游业

供需两端同步发力，加速产品迭代，创新消费场景，不断

提升文旅产业附加价值和增值效益，旅游市场热度一浪

高过一浪。

网红弹幕墙，朝鲜族大冷面，一眼望三国……今年以

来，延边旅游格外火爆。数据显示，上半年，延边接待国

内游客1062.74万人次，同比增长252.23%；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168.81亿元，同比增长388.03%。

长春电影嘉年华在东北地区首创电影主题沉浸式文

化创意街区，从今年4月至今，游客接待量达80万人次；

长春“这有山”不断升级内容，增加萌宠种类，拓展夜

间消费空间，引入网红玩法，吸引年轻人打卡。

这个夏季，全省旅游业东、西“双线”，各有千秋。

今年暑期，东部旅游环线充分挖掘优势资源，形成以

长白山为依托的消夏避暑生态游、以延边为核心的民俗

文化体验游共热格局。

为了推动西部旅游大环线加速崛起，我省着力加强

“查干湖—嫩江湾—莫莫格”西部湿地生态旅游集聚区建

设，持续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吸引八方来客。

这个冬天，吉林有点“热”。

四面八方的宾客会集于此，赏冰戏雪，热闹非凡；各

类冰雪活动令人目不暇接，一场冰雪搭台唱出的振兴大

戏正在白山松水间上演。

闹雪场、看冰灯、泡温泉、品美食……新雪季以来，吉

林各大雪场、冰雪旅游目的地人气十足。长白山万达国

际度假区“开板”即旺季，日均游客接待量超4000人次；

156万平方米的长春冰雪新天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

卡，开业当天入园人数超3万人。

“冰雪名片”邀来天下客。数据显示，新雪季以来，长

春机场运输生产保持较快增速，目前日均航班量稳定在

300架次以上，旅客量稳定在4.5万人次左右。

面对良好态势，本雪季我省提出力争全省接待游客

突破1.15亿人次，同比增长102.7％；冰雪旅游总收入达

到2300亿元，同比增长128.09％。

冰雪“热”起来，经济“火”起来。举办长春冰雪节、吉林

雾凇节、查干湖冬捕节等文化节事；打造全国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冠军赛、“冰雪丝路”杯粉雪联赛等体育赛事……吉

林不断推出冰雪节事活动，为经济发展聚势赋能。

“冰雪平台”集聚的产业动能，引动了吉林的“工业

基因”。自主研发的高科技冰刀、保暖自发热装备、虚

拟模拟滑雪设备……吉林孕育出一批专注于冰雪装备

制造的创新企业，带来了多元化产业升级，创造出新的

附加值。

在吉林万亿级大旅游的目标中，冰雪旅游独占“半壁

江山”。我省计划用5年时间，将冰雪旅游收入提升至

5000亿元，打造世界级冰雪目的地，大力发展冰雪旅游、

冰雪运动、冰雪文化等“冰雪＋”产业，力促冰雪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做好“白雪换白银”大文章。

加快构建具有吉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正让脚下这片老工业基地焕发崭新的活力。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省将牢牢把握

转型数字化、服务智能化、社会共享化、产业高级化趋

势，培育新动能、争取新优势，催生更多高质量发展红

利，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插上腾飞羽翼。

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
催生催生催生新动能新动能新动能

——回望2023吉林实践（三）
本报记者 赵广欣 华泰来

(本版图片素材由本报记者石雷、丁研、钱文波、潘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