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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谋振兴 感恩奋进谱新篇

中 国 大 市 场 观 察

▲ ▲

第四版

“优环境 抓项目 促振兴”专栏：

吉林化纤加快建设碳纤维全产业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要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

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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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新能源产业正引领着全球能源

技术革命和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大

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我省实

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必须把握好的

重要增长点。

我省是老工业基地省份，正处于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和能源绿色转型的关键期，

对新能源赛道的选择举足轻重。在众多

新能源领域中，我省以“抢占先机”的姿

态，将“氢动吉林”“航煤绿动”“醇行天下”

作为推动吉林振兴的现实路径之一，对氢

能产业的谋划可谓环环相扣，投入可谓不

遗余力。如此大手笔，不由得让人对吉林

掀起的“氢风”产生更多期待。

吉林振兴，“氢动吉林”何位？

一问：“氢动吉林”如何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

一看——
氢动吉林，牵动着全国氢能产业关注

的目光。吉林不只要乘上“东风”，还要抢

占新赛道。

2023年9月，“氢动吉林”首届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办，吸引了全国各地

200余位氢能产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

绕氢能“制、储、运、用、研”及装备制造，一

批新项目合作取得了新突破。

纵观全省，多家能源企业已乘着“氢

风”入吉，投资建设氢能产业项目，全省氢

能产业粗具规模。

——我省9个氢基绿能项目正在同时

重点推进。

——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

体化）项目的子项目——年产50台套1000

标方每小时碱性电解槽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预计2025年投产。

——长春氢能产研基地项目已完成总体规划设计，其中试产线子

项首台套设备通过第三方检验，已交付应用场景现场示范。

持续的前瞻性布局之下，吉林氢能全产业链条发展趋势已经渐渐

清晰。加强技术研发，提升装备制造水平，贯通氢能产业链条，构建新

型产业生态……一系列具体举措，正在助力我省抢占绿色氢能产业发

展新赛道制高点，打造“中国北方氢谷”。

当全省氢能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产业链布局趋于完善，产业集

群形成规模，“一区、两轴、四基地”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氢动吉林”“航

煤绿动”“醇行天下”将带来全新的强劲动能，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

突破提供有力支撑。

一答——
“发展氢能产业，将助力我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

设，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发

展。”长春工业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哲认为，氢能是吉林降

低化石能源依赖的一条重要路径，“氢能是可以替代化石能源的清洁

燃料，氢能还可以助力化工、建材等领域的深度脱碳。氢能的高效利

用，能够为吉林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大的能源助力。”

不仅如此，氢能产业发展之于吉林还有另一重大意义。

“氢能产业的发展将助力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创新和突破，

有望培育出更多的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省能源局

相关同志介绍，近年来我省在氢能装备制造业实现突破，一批相关项

目投入运营。

“这正表明，我省发展氢能产业是有效带动相关高端装备制造高

质量发展的手段，也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该同志告

诉记者，吉林“大手笔”谋划氢能产业发展，正是将其作为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

二问：“氢动吉林”如何构筑“千亿级”未来

二看——
春寒料峭，吉电股份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施工

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项目投产后可年

产绿氢3.2万吨、绿氨18万吨，每年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

200多公里外的松原市，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80万千瓦新能源电源、电解水制氢装置、合成氨和绿色甲醇

装置、电解槽生产线等五大板块将拔地而起。

“2035年氢能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目标在前，氢能产业项

目灿若繁星，全省制氢、加氢、氢基化工、氢能装备的全产业链条即将

舞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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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鹭）近日，省委书记

景俊海率队到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

与系统研究所对接洽谈合作事宜，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和在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始终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

道理，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聚

焦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进一步加强新能

源领域科技联合攻关、创新协同合作，持

续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用，着力打造产

业升级新增长点，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经过多年深耕，已经建立基于纳米能

源的高熵能源体系，掌握了微纳能源、自

驱动系统、海洋蓝色能源和新型高压电源

四项核心技术。景俊海与中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所长

王中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科技创新最新

成果及应用情况，希望研究所进一步加强

与吉林合作，与吉林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重点企业联合开展攻关、共同培养人才，

让更多新技术成果落位吉林，助力吉林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

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

抢占发展新赛道、构筑发展新优势。

在海洋蓝色能源创新中心、智能结构

与系统实验室，景俊海现场观摩实验和应

用场景演示。他强调，吉林风电、光伏等

资源丰富，近年来一批新能源大项目好项

目陆续建成投产，清洁电力供应能力不断

增强，产业生态体系日益完善，新能源发

展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省直有关部门

单位要坚持以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盯世界能源科技

前沿，聚焦吉林产业发展需求，科学引进

运用新技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产业组织和产业

形态变革调整，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

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吉林新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要组织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重点企业与研究所深入开展交流，对

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进行多路径探索和

交叉融合，进一步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找

准对接合作契合点，积极在吉林创造应用

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转化为新业态、新

项目、新产品，打造广泛参与、资源共享、

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圈，加快

生产力迭代升级，更好地把吉林资源优

势、产业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李伟参加活动。

景俊海率队到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对接洽谈合作

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用 打造产业升级新增长点
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民以食为天。我国人多地少，保证14

亿多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提高单

产是重中之重。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

产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吉林

省粮食产量达 837.3 亿斤，比上年增加

21.14亿斤，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量由全

国第5位上升至第4位；粮食单产958.2

斤/亩，居全国粮食主产区第1位。

吉林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获得我

国粮食主产区亩产冠军，秘诀何在？

保护黑土地抓牢“命根子”

初春的黑土地依然冰天雪地。在全

国产粮大县长春市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

村试验田地头上，一堆堆秸秆和畜禽粪污

混合堆放在一起，即将在天气转暖后抛撒

田间。

这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的专家们运用“冬堆春用”技术

堆沤发酵成的有机肥，用于提升地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姜明和团队专

家在地头查看秸秆还田情况后，又和当

地种粮大户就黑土保护和粮食增产交流

座谈。

近年，中国科学院联合东北三省一区

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姜明是会战总

指挥。他说，今年将继续推动技术创新，

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为用好养好黑

土地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持续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东北平

原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地肥沃，

沃野千里，人称“一两黑土二两油”“插根

筷子能发芽”。但连续多年的丰产背后，

黑土地不堪重负，变硬、变薄、变瘦。

吉林位于东北黑土地核心区。为在

高产稳产同时实现黑土地永续利用，吉林

全力以赴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2007年秋，全国产粮大县四平市梨

树县通过秸秆覆盖还田，减少土壤风蚀

水蚀，增加有机质。这一被称为“给黑土

地‘盖被子’”的做法，拉开了吉林省研发

和试验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大幕。

此后，吉林2015年开始实施“东北黑

土地保护利用试点”，2020 年大力推进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目前吉林

省已构建起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

肥、西部改良培肥等保护路径，形成秸

秆覆盖还田、深翻还田等10大保护技术

模式。

2023年，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推广面积

达3700万亩。土壤风蚀、水蚀，土壤有机

质含量减少等情况明显改善。

黑土不等于良田。2022年的一场涝

灾让一些产粮大县损失严重，暴露出吉林

省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短板：农田排

水沟年久失修，低洼处积水难以排除；干

旱半干旱地区缺乏灌溉井，一遇春旱只能

望天兴叹……

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改变靠天吃

饭的被动局面，吉林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摆到重要位置。

2023 年，吉林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791.2万亩，新建面积创历年新高，粮食高

产稳产的基础更牢。

在松原市乾安县赞字乡鞠字村，田成

方、路成行、渠成网、旱能浇、涝能排。“去年

春旱时，新建农田井通过喷灌机及时为农田

灌溉，保住了玉米苗，秋收后产量更高了。”

该村种粮大户吕彦明说。 （下转第二版）

粮 食 亩 产 冠 军 如 何 炼 成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翟伟 郎秋红 薛钦峰

本报讯（代正熙 李恒 记者刘姗姗）2

月份，长春机场完成航班量11607架次、旅

客量175.16万人次，同比2023年分别增

长23.7%和43.6%，机场单月航班量、旅客

量均创历史新高。长春机场2月以及1-2

月航班量、旅客量恢复率均位列国内千万

级机场第一位。

这个冬天，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来

到吉林体验冰雪之趣，“吉地过年”已经成

为冰雪季新时尚。春运以来，长春机场运

输生产始终处于高位运行态势，机场单日

旅客量在1月31日突破6万人次后，又在2

月19日创下68350人次的新纪录。

返乡、探亲、旅游、外出务工等出行需

求的叠加释放，使长春机场各保障岗位的

繁忙程度与今冬东北旅游热潮一样火

热。早在春运前夕，长春机场就提前分析

研判春运期间航班架次变化和航班运行

规律，针对周期性旺季保障工作特点，进

行早谋划早部署，通过锁定旅客出行体验

关键点，做好各运行保障环节有机串联，

确保以高质量运行效率促进高品质服务

发展。

“面对各项‘流量’的快速攀升，长春

机场聚焦民航旅客‘随到随走’的高效率

出行需求，持续优化机位资源分配策略，

在实处落脚、从细处着手，积极探索大客

流运行管理新模式。”长春机场运行指挥

中心副主任侯悦介绍说，春节期间，长春

机场通过对主要运行环节与航班正常率

的有效监控，成功“挽救”临界航班21班，

以高效服务保障旅客“准时出发、准点到

家、按时返程”。

为了让旅客感受到浓浓的年味，长春

机场在原有温馨、舒适的乘机环境的基础

上，围绕“吉地过年·吉祥如意”春运主题活

动，在航站楼内精心布置龙年新春景观。

在候机楼举办年货大集活动，设置延边特

色、冰雪旅游文化展区，营造出火红喜庆的

氛围。同时，结合吉林冰雪、东北特色等元

素，将引导服务人员的服装更换为更具民

族地域特色的花棉袄，使一线服务人员与

冬日的候机楼互相辉映，成为春运旅途中

一道别样的流动风景线。

随着春运、冰雪旅游季和学生返校逐

步进入尾声，航空市场将进入传统淡季。

3月底，长春机场即将开始执行2024年夏

航季航班计划。下一阶段，长春机场将继

续扎实做好今年夏航季航班换季等各项

工作，在2024年夏航季以崭新的姿态服务

八方游客。

长春机场前两个月航班量、旅客量
恢复率均位列国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

2 月 28 日，由长春开往欧
洲的第 10 列班列在中国铁路
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远
达铁路综合货场装货。据了
解，该班列将载着 55 标箱 110
台一汽红旗、奔腾轿车由黑龙
江同江北口岸出境，开往俄罗
斯谢利亚季诺站。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吉林全力以赴保护黑土地、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筑牢粮
食高产稳产基础

◆从种子、化肥到农机，从单一增产元
素到技术系统集成，从无人机植保到卫星
定位，吉林深挖科技潜力，向创新要产量

◆“去年春旱，我们不仅没有减产，粮
食产量还略有上升。土地集约化经营和农
业科技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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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攻坚克难的奋斗足迹，传递

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描绘高质量发

展新的蓝图，激荡民族复兴的火热情

怀……三月的首都北京生机盎然，全

国两会代表委员共赴春天的盛会。

沧海横流显本色，万山磅礴看

主峰。近日，多位代表委员同新华

社记者交流，讲述他们的履职故事，

道出他们共同的心声——总书记的

嘱托激励我们一路向前！

（一）同心筑梦结硕果

2月9日除夕夜，“中国天眼”台址

总控室里一派繁忙。来自宇宙深处的

射电信号，正等待科研人员解密。

“总书记提出‘加快从跟跑向并

跑领跑转变，在一些领域要保持领

跑优势’，我们须臾不敢懈怠。”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说，凭借超高的灵敏度，“中国天眼”

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及引力波探

测等领域产出一系列世界级成果。

2021年2月，在贵州考察调研的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天眼”项目

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并视频连线“中

国天眼”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

三年间，“中国天眼”跑出了极

目深空的加速度，让我国走到人类

“视界”最前沿。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江苏省镇江市姚桥镇，初春的

麦田绿意盎然。一台无人驾驶的

自走式喷杆喷雾植保机张开“双

臂”喷洒药剂，农民通过扫码远程

进行田管。 （下转第三版）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我们一路向前
——来自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心声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