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
汽
车
城
插
上
双
翼

给
汽
车
城
插
上
双
翼

—
—

长
春
打
造
科
创
之
城
和
电
影
之
都
观
察

本
报
记
者

于
迅
来

李
亚
东

左
道

孟
凡
明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我省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底蕴深厚，建议以

长春为核心，选准切入点，以创新之力打造新质

生产力，推动产业创新。”

“文化魅力和电影气质，是长春乃至我省的

鲜明标签，长影、长春电影节、长春动漫节等文

化元素优势再造，积厚成势，在文化艺术传播方

面仍有很大空间。”

全省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解码吉林发展

新优势，给汽车城长春插上科技创新和文化产

业的双翼。

科技和文化的双翼，一个蕴含内在动能、雄

厚实力，一个彰显文化内涵、气质形象，二者共

同昭示发展自信、绿色引领、生活提质。

长春，这座享誉中外的汽车城，再添“科创

之城”和“电影之都”两张新名片，双翼齐飞，出

新出彩，对于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

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看基础和优势看基础和优势，，底气何来底气何来？？

从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到红旗在大国

外交场合大放异彩，再到奥迪新能源汽车预批

量生产，长春作为汽车城的基础与优势毋庸讳

言。有了汽车的支撑，长春乃至吉林省的工业

脊梁早已高高挺起。

科技创新，是始终流淌在长春人血脉中的

基因。

从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到中国第一颗

商业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再到遍地开花的科

技创新型“小巨人”企业产品，创新已成为引领

长春振兴发展的第一动力。

作为“科教兴国”先

进城市之一的长春，目前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41

所全日制高校和83家科研机

构、在校大学生近60万人、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2500 户、各类

“专精特新”企业1452户。

早在2018年长春市就已正式进

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作为国家区

域创新中心，长春以科创推动振兴发展，

有基础、有条件、有底气。

长春扎实推进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建设，

布局高水平创新平台，培育高技术产业集群，

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升级版“双创”生态，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和坚实保障。

在长春自主创新示范区，前瞻布局重大科

研设施和战略载体，集聚了全省50%以上各类重

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资源，培育了

“吉林一号”、金赛重组人生长素等一批世界级

科技成果。

以长春新区、经开区为龙头，依托北湖、经

开、高新三个片区，长春全力打造的“科创大走

廊”粗具规模。

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始终是长春的

经典符号。

长春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电影赋予

了这座城市鲜明的文化品格。长影更是新中国

电影发展的重要源流，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

蕴和资源禀赋，长春以电影产业为重点，谋篇布

局打造文化产业。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70多年来，

长春电影制片厂先后拍摄了900多部影片，输

送了2000多名电影人才，让长春成为名副其实

的“电影城”。

坐落于长影老厂区的长影旧址博物馆，是长

影集团在完整保留1937年原“满映”建筑的基础

上，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完成的。自2014

年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

在长春东南，由长影集团打造的5A级电影

主题公园长影世纪城，通过拟音、配音、蓝幕等技

术，让游客亲自完成电影制作，感受电影技术。

开园18年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

与长影息息相关，长春电影节是长春的又

一张名片。从1992年第一届电影节中国电影

人齐聚长春的盛况，到第十八届长春电影节展

现出的新风范、新力量，历经31年的长春电影

节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新人新作的诞生地。

如果说，电影是文化产业的“整车制造”，动

漫应该可以算作其中的“发动机制造”。影视文

化的深厚底蕴，厚植了长春动漫的产业沃土，本

地原创动画IP作品在国内外市场显现出强大

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目前，2家动漫企业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吉林动画学院先后被评为国家动画教

学研究基地、动画产业基地，联合21所高校和

企业创建了吉林省动漫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长春正成为独具特色的动漫产业发展高地。

看发展与突破看发展与突破，，势头何在势头何在？？

汽车之城肋生双翼，“科创之城”和“电影之

都”，无疑会成为长春快速崛起的加持。

眼下的长春，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科技赛道跑出“加速度”，文化名片闪耀

新光辉，吉林、长春“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其势

已起，其兴可待。

看科创一翼——

2023年，《2023年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发

布，长春位列全球第31位，上升4位，是东北地

区首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百强（2023）》发布，

长春位列全球第96位，首次进入百强榜，同时

也是东北地区首位。

攥指成拳，快打快破。一年间，长春出政

策、建机制、搭平台、强保障，打出一系列科技创

新“组合拳”。

科技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

出”，2023年，全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2050项、

增长141%。

突飞猛进的背后，是长春“真刀真枪”“真金

白银”务实举措的落地实施。

首创性召开创新引领长春振兴发展大会，

发布《长春市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

意见》等一系列高含金量政策，部署了科技创新

三年攻坚任务。

成立科技成果转化战略合作委员会，高位

统筹、资源整合、稠密调度、精准推进、畅通供

需，让“政产学研金介用”各类主体“破壁”“合

璧”,形成科技创新全市“一盘棋”。

2023年8月起谋划建设的8个科技产业园

中 ，光电

信 息 、芯

光、吉兴3个

科技产业园已

投入运营，57个

项目落位，72个项

目在谈。另 5 个园

区将在2024年上半年

投入使用。

成立未来科技创新

集团，做大300亿元长兴基

金和10亿元未来种子基金，

已开展2批次审批评选，投资

项目30余个。

“科创之城”呼之欲出。

看文化一翼——

漫画《诡异志》全网点击量达9.2亿次，原

创3D动画电影《青蛙王国》荣获“五个一工程”

奖；原创品牌动漫IP《茶啊二中》，系列网剧全网

播放量超78亿次……越来越多“长春制作”的

动漫产品，引起全国关注。

目前，全省经国家认定通过的10家动漫企

业，长春占7家。动漫领域规模以上企业基本

跨入亿元行列。

联合出品电影《流浪地球2》《满江红》等陆

续公映，联合摄制电视剧《冰雪尖刀连》《父辈

的荣耀》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联合出品电

影《热辣滚烫》《末路狂花钱》定档今年春节影

市……2023年以来，长影全力做好主业创作，

用优秀作品擦亮长影招牌。

作为电影之都的头部项目，长春国际影都

影视拍摄基地一期20个影棚均已主体封顶，其

中S01、S11两个摄影棚已于2023年12月底竣

工交付。

计划投资40.6亿元的万达茂项目已经完

成前期手续办理，冰雪体验摄影基地、影视孵化

基地已主体封顶。

与此同时，文旅融合促使长春文化产业链

条不断延伸。

东北首个电影主题沉浸式文化创意街区长

春电影嘉年华，借助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复刻

了长春电影产业的发展历程。自2022年开街

以来火爆“出圈”，成为网红打卡地。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梦幻西游季·夜游动物

园”系列演艺活动让长春成为了“顶流”，以《西

游记》影视剧为主题的演艺活动唤醒了几代人

的童年回忆和影视情愫。

“电影之都”羽翼渐丰。

看空间与未来看空间与未来，，愿景何成愿景何成？？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科技之翼”越来越有力，“文化之翼”越来

越丰盈，面向未来，长春双翼齐飞的愿景让人充

满遐想——

到2025年，本地转化科技成果超过4000

项、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6000家，实现“两个翻

两番”，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科技企业孵化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实现“三个成倍增”；

十四五期间，聚焦建设千亿级文化旅游产

业集群，打造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到

202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超过

5%，长春国际影都营业收入达到1500亿元。

“两翼齐飞”的愿景，如何一步步变成现

实？记者在进行大量调研采访后，梳理出几个

关键词。

——政策是引领。

2023年出台的《长春市进一步加快科技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含金量满满：设立全国重点

实验室（学科类）重大专项和能力建设专项，省

市 联

合 每 年

投入 9000

万元，连续

支持 5 年；实

施汽车重大科

技专项，单个项

目最高支持 2000

万元；支持院士工作

站建设，最高补助500

万元……

同年，长春市还制定

出台了《关于促进影视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对

新设立的企业，年营业收入达200万元以上的，

补助其收入的1.5%，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

新设立从事服化道企业、影视后期制作企业、影

视外景地开发利用进行文旅经营企业，年营业

收入200万元以上的，补助其收入的2%，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对新设立利用“元宇宙”、虚拟

现实、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从事和开发影视产

业新业态企业，年营业收入达100万元以上的，

补助其收入的3%，最高不超过50万元……《举

措》包括12条具体举措，共30个政策点。

随着形势发展变化，还会有新情况新问题

涌现出来，不断研究出台好用管用的政策办法，

才能依靠体质机制的创新来引领“两翼齐飞”的

实践。

——人才是支撑。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无论是科技创新，还

是文化产业，都离不开人才。要落实好招商引

智政策，夯实“人才第一资源”这个核心基础，真

正让创新先锋站前台，让创新主体坐主位，让人

才唱主角，全力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海

纳百川引才、多措并举育才、苦口婆心留才、不

拘一格用才，让各类人才在长春充分施展才华、

成就事业。

对此，省政协委员、长春工业大学创新创业

教育学院院长杜娟建议，制定长春市电影产业

优秀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依托长春高等教育资

源的优势，针对电影行业特点，开设分类别、多

形式、重实效的教育培训，特别是要注重培养适

合电影产业发展的实用、创新、复合型人才。

——融合是路径。

矩阵化集群发展，有利于建立完整的产业

链条，抱团发展。长春市正在加快建设国家区

域创新中心，实现科教大市向创新强市转变，重

点大学和国家级科研院所强势带动，雨后春笋

般的科创企业喷涌而

出，一场科技创新“群英

会”已经上演。借助科技

翅膀，长春推动汽车集群向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冲击，

将在全国具有特色优势地位的

轨道交通装备、光电信息、生物医

药和生命健康等产业都培育成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省人大代表，长影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庄严在提出的《关于推动长春成

为世界电影之都的议案》中，建议在长春

的商圈、机场、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地方，植

入电影元素，在全年广泛举办惠民的、多彩的

电影活动，让电影元素遍布城市的角落。

电影+数字，电影+文旅，电影+动漫，电影+

文创，电影+研学，电影+消费……当电影遇见

“吉”字号资源，文旅融合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构建全产业链条，推动产业上下游合作，增

强“影视”的造血功能，带动与影视产业高度相

关的多元化产业发展；利用好“长影”品牌，重点

扶持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长春，正在尝试

以电影为载体，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以“电

影+”推动文化产业融出新机遇，汇成新集群，迈

向新高地。

——平台是土壤。

没有了平台，发展便没有了土壤。搭建平

台，长春正全力以赴。据了解，到2025年，长春

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数量、每万家企业法人

中科技型企业数量等六项指标年平均增速将实

现10%以上快增长。省政协委员、中国一汽科技

部（研发总院）国创中心总监张强表示，要通过

研发合作、平台共建、成果共享等方式参与科技

创新平台与基地建设。

目前，由长影集团、万达集团、净月影视文旅

集团、省市相关行业协会发起的长春影都影视产

业联合会正在酝酿筹备中，这个联合会将依托长

春国际影都30个现代化的大型摄影棚、省内重

点景区等文旅资源，吸纳服化道、吃住行、游娱购

等企业，为影视剧组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当汽车城插上“科创之城”“电影之都”的双

翼，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会进一步夯实，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的优势会进一步积蓄，我们期盼的未来，已来。

图片说明：

①长智光谷产业园外景。

②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车间内，无人机

械手在工作。

③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T-Box生产车间。

④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

⑤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沉浸

式演出《女儿国》。

⑥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外景。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⑥⑥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05052024年1月28日 星期日 编辑 王立新 刘洋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