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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人造丝生产车间。

一汽红旗H总装工厂生产场景。

沙特麦加“沙漠绿洲”地铁穿行于城市间。

一汽红旗员工在为车辆进行装
配工序。

吉林化纤合作研发的碳纤维无
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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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辆解放J7创领版高端重卡缓缓驶下生产线，一片掌声

和欢呼声响起，久久不息。它的诞生身负双重荣耀，既是我国自主

研发的第900万辆解放牌卡车，也是中国一汽制造的第6000万辆

汽车。

不久前的这一幕，是中国一汽的重要时刻，更是吉林汽车产业

的里程碑。

今年上半年，作为民族汽车品牌，一汽红旗批发销量突破20万

台，同比增长42.6%；一汽解放整车销量达15.18万辆，同比增长

15.4%。2024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指出，中国一汽

2024年品牌价值为4605.49亿元，蝉联汽车行业第一。

跃迁发展，路在何方？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现东给出

答案：“唯有变化才是永恒，唯有创新方可持续。只有科学识变、创

新应变，才能在变化中求得发展、在创新中赢得未来。”

“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机构能增能

减”，这是中国一汽“四能”改革的主旨。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

活力，巨变悄然而至——

近3年研发投入年均增幅8.6%；“揭榜挂帅”“任务承包”等方

式，让研发人员有地位、有平台、有待遇；一大批青年研发人员和大

国工匠持续涌现，“80后”“90后”挑起大梁……

“一汽的舞台，给了我们巨大发展空间。”一汽研发总院试制所

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说。一系列改革措施激励下，他在高端发动

机、变速箱及底盘等核心精密零部件的数控加工等方面累计攻克

130多项技术难题。37岁的他待遇与很多高级经理比肩，获得央企

楷模、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近年来，中国一汽在新能源、智能网联、整车集成等领域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多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红旗EH7搭载超高速高效电机，转速高达22500转/分钟，系统

最高效率达96%，在已量产车型中位列行业第一；

一汽解放打造了行业首个近零碳内燃机平台，缸内直喷氢气

发动机和氨氢融合发动机全球首发点火，热效率达50%；

中国一汽在国内首发了基于国密算法的车辆信息安全技术，

实现车辆信息安全自主掌控……

近3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870项关键核心技术，申请发明专

利14086件，发明占比超75%，央企专利质量评价进入A档行列；参与

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132份；推进实施技术成果转化9个。

随着产业创新“龙头”高高昂起，我省启动汽车产业集群“上台

阶”工程，围绕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加快整车、零部

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全面提升。

在辐射全省的汽车产业重心——长春国际汽车城里，一汽红旗繁

荣工厂、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一汽弗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项

目，构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三角”，吸引更多供应链企业集聚。

在“汽车之城”长春市，拥有大陆、纬湃等世界100强跨国汽车

零部件企业，以及富维、富奥等本地骨干配套企业1100多家，其中

规上企业387户，配套产值规模近1600亿元。这些资源，正在成为

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新基座。

在改革与创新中携手，从“风景这边独好”奇迹中走来，一汽与

吉林以新质生产力为“动力源”，正沿着高质量发展道路不断奋进，

开创新的风景。

再创新风景

“ABS无磷无糖接枝聚合新技术工业化试验获得成功，ABS

产品白度明显提升，达到预期目标。”一行工业化实验反馈结

果映入眼帘，让吉林石化新材料高级专家陆书来分外兴奋。

石化产业，是整个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石，是无数制造业链

条的最上游。如今，当整个行业处在重大转型期，是否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决定着化工企业能否顺利“过关”。

“吉林石化自主研发的‘无磷无糖接枝聚合技术’投入工业

化生产，能让ABS产品白度再次升级，ABS装置废水磷含量同步

实现零排放。”陆书来说。今年以来，吉林石化ABS研发团队强

化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先后攻克了粉料“酸烧”、注塑“析油”

等难题，在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上取得了进展。

ABS产品的走向，代表了许多化工产品的现状：供需矛盾突

出、市场曲线下行、国外技术垄断、国内同质化竞争。

瓶颈在前，能不能过？吉林石化以“二十年磨一剑”的坚定

意志，深耕自主创新，驱动产品升级，顶住压力持续优化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路径，对比分析测试 ABS 产品低聚物含量差异

性，提出优化SAN精制单元技术方案，解决了吉化揭阳0215H产

品注塑“析油”问题，在自研关键技术领域实现了连续突破，产

品质量直接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

炼油化工生产装置，外形看起来像一座“塔”。“塔起灯

亮”，代表着企业转型升级的决心、自主技术的实践、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信标。

当前，一座新“塔”——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新

建 60万吨/年 ABS 装置正在拔地而起，预计 2025 年建成投产。

该装置投产后，吉林石化ABS总产能将达到180万吨/年，位列

国内第一、世界第三。

“该装置乳液法ABS采用吉林石化自主研发ABS成套技术，

在原有技术上再创新、再转化、再升级，不仅更加成熟，还实现

了技术自主可控，可节约技术引进资金上亿元。”陆书来自豪

地告诉记者。

吉林石化转型升级的雄心与决心不止于此，更大的布局正

在紧锣密鼓推进之中。

2022年，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全面启动，项目

总投资近340亿元，将新建年产120万吨乙烯等21套炼油化工

装置，改造7套装置，是“十四五”以来国家批准的首个大型石

化项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单体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

今年初，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 120 万吨/年乙

烯装置最后一座超限塔器吊装就位，进入设备安装、工艺配管

阶段。该装置采用CBL裂解技术和LECT分离等自主技术，年可

生产聚合级乙烯120万吨，聚合级丙烯58.7万吨，将推动吉林

石化乙烯产能和化工产品规模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项目建成后，将全部使用‘绿电’，成为国内传统炼化企

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示范工程、中国石油炼化企业数字化智能

化的示范工程。”吉林石化公司转型升级项目设计管理部经

理邱宝军介绍，这将使企业“减油增化”成效全面提升，形成

具有吉化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布局与结构。

改革者进，创新者强。大手笔推动转型升级，牢牢把握发

展主动权，塑造新动能新优势，这是一家“老”化工企业在挑战

面前的铿锵作答。

打开新空间打开新空间

今年夏天，沙特王国的麦加迎来了罕见的高温天气，乘坐

由中车长客打造的地铁出行成为当地居民的最优选择。

一列列快速穿行于城市的“沙漠绿洲”地铁成为当地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沙漠绿洲”地铁为乘客带去安全、舒适、清凉

乘坐体验的同时，更赢得了当地民众与世界各地乘客的广泛赞

誉。

“这是我见过最长、载客最多、乘坐最舒适的地铁，从炎热

的城市进入地铁就好像来到了‘天堂’。”一名来自沙特吉达的

乘客兴奋地说。

沙特王国夏季高温炎热，对地铁运营工作考验很大。中

车长客沙特麦加地铁技术主管李金龙表示，为保障地铁安

全运行，针对客流和不同时间节点，地铁保障团队策划了 5

种不同形式的运营模式，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车辆运输效能，

保证每一位乘客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确保乘客旅

途顺利。

今年已是中车长客服务沙特麦加地铁运营的第 13年，这

趟“沙漠绿洲”地铁早就成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一张“亮丽

名片”。

今年5月28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

迎来了一大批中国朋友，中车长客出口巴西24列共计 96辆地

铁车辆项目在这座城市正式签约。

签约仪式上，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激动地说：“我曾经去过

中国，那里的高铁和地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的将

来，这样的列车即将行驶在自己的家乡，我迫不及待想要早日

乘坐体验一下了。”

今年是中车长客进入巴西市场的 15周年。15年来，中车

长客累计为巴西提供了604辆轨道列车，持续为当地民众创造

价值、提供服务，用自动温度监控、自动驾驶、灵活编组等轨道

列车创新技术为当地城市交通发展保驾护航。

今年6月 7日，由中车长客自主研制的匈塞铁路高速动车

组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泽蒙车辆段正式亮相。动车组车身

上“中国中车”四个汉字格外显眼，彰显出“亮丽名片”的闪耀

身份。

2023年 10月 17日，中车长客与塞尔维亚正式签署了高速

动车组车辆采购商务合同，此次签约是我国时速200公里以上

高速动车组首次出口欧洲，是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走出

去”的重大突破。

眼下，在沙特、巴西、塞尔维亚等全世界23个国家和地区，

由中车长客自主研制生产的高铁与地铁被当地民众所深深喜

爱，这些吉林制造的高端轨道交通产品不仅融入了当地民众的

生活，更成为我国“亮丽名片”闪耀全球的最好见证。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驶向新征程驶向新征程

一架小汽车大小的无人机，静静摆放在吉林化纤汽车轻量化

车间门口，最多可容纳两人乘坐。8月8日，它经历了自己的第一

次“高光时刻”：在吉林化纤建成投产60周年大会现场，搭载乘员在

数千人瞩目中冉冉升起，绕行全场。

“这架无人机部分零部件由碳纤维制作而成，不同的零部件采

用的规格不同，能够承重300公斤。”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复材公司销

售处处长刘宁说。

“要么做第一，要么做唯一”。这是吉林化纤的拼搏精神，也是

它的发展使命。

60年前，纺丝女工谭淑琴踩下纺丝泵，第一束洁白银丝喷涌而

出，在百废待兴的年代织就了无数人的身上衣。数十年来，这个生

产粘胶短纤维、人造丝、腈纶纤维、竹纤维的传统制造企业，经过数

次转型升级，进军碳纤维原丝、碳丝、复材及制品领域，再次实现了

“从无到有”的跨越。

“宁可黑发变白发，誓把白丝变黑丝”，这句十几年前的标语，

在吉林化纤车间内依然随处可见。当年，为了尽快实现碳纤维量

产，吉林化纤研发人员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几乎天天扎在实验室和

生产现场，先后攻克多道难关。如今，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在国内

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甚至倒逼进口碳纤维原丝价格降低40%。

依靠新质生产力，吉林化纤开辟了碳纤维发展之路。那么，在

传统纺织领域，如今又是怎样的景象？

答案是“全球第一”。

“猜猜这种产品，我们能做到最长多少米无接头、无断点？”在

产品陈列室里，吉林化纤集团股份公司副经理孔玉影随手拿起一

个人造丝卷筒，并揭开了谜底：“我们能做到最长60万米无接头、无

断点。这个卷筒重3.9公斤，就是由一根线缠成的。”

时至今日，吉林化纤人造丝产能9万吨/年，占全球的30%；腈

纶纤维产能53万吨/年，占全球的40%；竹纤维产能15万吨/年，是

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吉林化纤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人造丝、竹纤维、腈纶纤维生产基地。

传统产业并非不能常青，而是需要先立后破，用新技术改造提

升，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以吉林化纤推出的合成纤维高端品种“华绒”为例，具有“轻、

柔、暖、洁、强”的特点，能创造丰满、保暖、蓬松、舒适等各种效果，

价格却大致与棉花相当。这是企业吸收美、德等国先进技术，结合

自身技术底蕴，向市场提供的差异化纤维产品，具备突出的竞争优

势。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碳

丝销量同比增长85%；碳纤维复材及制品同比增长59%。企业还将

继续加大战略新兴产业研发投入力度，与高校共建碳纤维研发实

验室等项目20个，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预计达到当年营业收

入的3%以上。

从“银丝”到“黑丝”，从无到有，从有到新，从新到强。这背后

是改革与创新的力量，也是我省作为老工业基地，转向新型工业

化，借助传统优势产业打造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

践。

织造新锦绣

吉林石化电石厂乙二醇装置。

吉林石化炼油厂600万吨/年Ⅱ常减压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