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10月长春，处处感受到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勃勃生机。

秋收一线，高标准农田增产增收，现代化农机

全程化应用于农业生产，一批种业项目拔地而起；

工业发展一线，航天航空、新型半导体、前沿

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蓬勃发展，卫

星、激光、光学成像、智能制造、半导体等领域的

优质企业茁壮成长；

……

从广袤原野到浩瀚太空，从生产车间到研发

场所，长春新质生产力发展热潮奔涌。

向“新”而行，以“质”致远。长春谋新策、出

实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实现

传统产业“发新芽”，新兴产业“长成林”，未来产

业“快生根”，奋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

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推动力、支撑力。

向向““光光””而行而行

用“一束光”点亮一座城。长春是新中国光

电子产业的摇篮，光电信息产业是长春振兴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光聚能、以光筑梦！长春重点围绕“芯、

光、星、车、网”五大细分领域，抢占产业发展制高

点，锚定未来发展新赛道，以创新延链、产业强

链，全力打造国内一流“长春光谷”。

走进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一个偌大的工作台吸引了记者的视线。“这

是我们的全新研发项目——非球面超精密铣磨

设备和多自由度快速研抛设备。”奥普光电研发

中心项目经理张芪源告诉记者，非球面超精密铣

磨设备和多自由度快速研抛设备的功能部件全

部立足国内，提升了国产数控系统在超大口径光

学元件制造方面的配套与应用能力，实现了进口

系统的国产替代，为未来制造巨型拼接主镜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

新型显示行业OLED产业链上游中的关键材料与

设备的研发、制造，由其自主开发的“OLED薄膜

封装材料”性能比肩国际水平。正是因为手握核

心技术，企业发展之路才越走越稳。现在，吉林

奥来德已拥有800余项专利技术，并且还在积极

拓展研发领域，依托核心技术优势，持续推进创

新进程。

长光博翔全球首创的“双飞翼垂直起降固定

翼无人机”填补应用空白，引领行业升级；作为全

国二氧化碳激光器供应商，永利激光在生产规

模、产品规格型号方面均在国内名列前茅；希达

电子技术国际领先，与三星、索尼共享COB显示

新蓝海；海普润斯是京东方上游材料核心供应

商；光华微电子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商用12英

寸全自动晶圆探针台，被评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持续发力提升研发能

力，不断拓展应用市场、优化产业结构，做优做强

“拳头产品”，为长春光电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提到“光”，不能不提到长春的响亮名片——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近日，长光卫星在

整星设计制造领域实现新的技术突破，由其自主

研发的首颗微波遥感卫星——“吉林一号”SAR01A

星发射成功。卫星入轨后将有效提升“吉林一号”

星座全天时、全天候的对地观测能力，对于扩展遥

感数据应用场景、保证数据获取时效性具有重要

意义。截至目前，长光卫星已成功发射实现115

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建成亚米级商业遥

感卫星星座，在遥感信息服务方面优势明显。

与此同时，长光卫星带动一大批相关企业

迅速崛起，产业链逐步形成，一批“新星”冉冉升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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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则囊括了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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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企业，上下游

衔接、资源互补，构成航天信息产业集群，助推长

春航空航天产业加速跑。

如今，长春市正全力加速建设光电信息产

业“4+1”核心区，高效推动长春新区、经开区、汽

开区、净月高新区和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光电信息产业协同式、集聚式、创新式发展，

做强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创新集聚区，做优

经开区光电信息产业高端智造集聚区，做精净

月高新区智能感知领域产业集聚区，做新汽开

区汽车电子产业集聚区，做大中韩（长春）国际

合作示范区光电信息产业成长区……在建链、

强链、补链、延链中，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空间

布局不断优化，产业链条日益完善，区域“光”引

力持续增强。

经过多年的积累，长春在激光、光学成像、智

能制造、半导体等领域集聚了一大批具备比较优

势的优质企业，它们正汇聚成一束束光，照耀在

长春这片光电子产业高地上。

向向““质质””图强图强

汽车城是长春闪亮亮的金字招牌。

在厚重的工业积淀中，紧随第一辆解放牌卡

车、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集聚技术力量的一辆

辆汽车从长春驶向全国、全球……而今，长春不

断拓展新优势、新动能、新空间，在汽车工业智能

化、电动化“双轮驱动”下，用一个个鲜活画面，一

次次创新突破，生动阐释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丰富实践。

升降、旋转、传送……在一汽红旗制造中心

繁荣工厂全自动化生产线上，一个个汽车零部件

正有序衔接、组装。在这里，仅需54秒，一辆红

旗车就可以下线。智能、高效、绿色早已成为一

汽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工厂的标签。

讲述东北老工业基地“新”故事的不仅有老

牌国有企业，还有抢占新赛道、把握新机遇的“领

跑者”。

曾经的长春捷翼汽车零部件公司现在已更

名为长春捷翼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两个

字的变化正是企业坚持自主研发、积极拥抱新质

生产力的坚定决心。“高低压线束车间内的智能

装备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我们的捷翼智能制造

中心，可以根据自己的智造需求进行研发生产，

实现自给自足。充电枪、充电座、充电墙盒、手机

无线充电都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产品。”该公司负

责人说。

在厚重的工业积淀之上，长春自信又沉稳，

全力推进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加快新能

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建造世界级的汽车先进

制造业集群……“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从未停

下脚步。

抢占新赛道，培育新动能，长春生物医药高

质量发展的势头正劲。

走进位于长春新区的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车间，长效生长激素等产品正在加速生产，迸

发着长春生物医药企业竞技产业新赛道的活力与

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从

1998年在国内首推重组人生长激素粉剂，到2005

年成功研发出亚洲第一支重组人生长激素水剂，

再到2014年上市全球首创的长效生长激素……

一路走来，金赛药业不仅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更

依托强大的研发实力持续跨越发展。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金赛药业全力打造差异

化、创新性、高潜力研发管线；通过院企共创等策

略性项目加速临床转化；先进技术平台支撑、AI

深度赋能研发全流程……目前，金赛药业已经搭

建起完整的创新药物、医疗器械、特殊制剂、医学

营养及AI+药物信息平台等技术开发平台。

在长春，像金赛药业这样坚定求“质”的生物

医药企业，处处涌动着创新发展的强劲脉动。他

们不断探索产业前沿技术升级方向，推出满足市

场需求的新产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

展新动能。

向向““新新””蓄力蓄力

为“新”而谋。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

主要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长春农业谋定发

展新格局的新动力。

从“十二五”末期的180亿斤阶段性水平，到

“十三五”末期的190亿斤阶段性水平（不含公主

岭市）；从 2021 年的 247.3 亿斤，到 2022 年的

248.5亿斤，从“十四五”初期的240亿斤阶段性

水平，到如今的突破250亿斤大关……这是长春

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交出的时代答卷，

牢牢端稳的饭碗里盛满了“长春粮”。

粮食贡献绝不仅仅在数量上，长春的粮食更

有质量。近两年，长春市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摆在首位，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

面落实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扩良

田、用良机、育良种、施良法、谋良制……当好国

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长春扛稳“国之大者”

重任在肩。

种业是粮食之基，攥紧这张农业“芯片”，就

攥住了粮食安全的关键。

把种业做成“大产业”。近两年，长春市以公

主岭市种子产业为基础，以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核心，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加快推进先正达集团

中国春玉米研发中心、鸿翔种业硅谷园等一批种

业项目建设，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深度合

作，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吉林长春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种子年产量实现1.48亿

斤以上、持证种子生产企业达55家，已成为东北

地区种子生产经营销售集散地。

随着一粒粒国产种子扎根，育种无疑是种业

振兴中最核心的部分。去年，长春市启动实施种

业振兴工程，生物育种产业化试点有序推进，公

主岭市、德惠市被国家确定为试点县（市），共承

担试点任务94.4万亩，通过加大补贴力度，与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种粮大户签订协议，落

实生物育种产业化试点面积和地块。

用秸秆给土壤做“棉被”，让耕地更“有劲

儿”。过去两年，长春市结合黑土地面积广、秸秆

产量大的实际，创新推出以“秸秆覆盖还田+精准

条带耕作+苗期深松施肥”为主要技术要点的保

护性耕作“长春模式”。

“只种地、不养地”，是影响和制约粮食生产

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推广蓄水保墒、培

肥土壤、节本增产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是行之有效

的好办法。当下，这项技术已被列入长春市首选

和主推的农业生产重大技术。今年，全市推广保

护性耕作面积超过1200万亩，占玉米播种面积

的50%以上。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主力。培育好这群“生力军”，筑牢现代农业生

产体系，让粮食生产的动力更足。规模化集约土

地105万亩，作业成员主体发展到488家，服务农

户7万余户……在农安县，吉林省乾溢农业发展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行业中当之无愧的“巨无

霸”，将分散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种粮大户

联合起来，构建起“联合社+合作社+家庭农场+基

础农户”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去年，联

合社被确定为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100余

成员社被评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站。

过去一年，长春市新创建省级示范农场246

家、省级示范合作社124家，市级示范农场357

家、市级示范合作社217家，开展了8个县级、36

个乡级、124个村级的三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

试点。长春市各类新型农业服务主体，通过建立

完善的“联农带农”体系，将粮食生产服务领域向

纵深拓展。

农忙时节，农机手悠闲地坐在操控台前指

挥，不用驾驶农机就能按照规定路线作业……这

样的无人驾驶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发生在榆树市

黑土地家庭农场的真实场景。“加满油、选好地，

农机就可以自己干活了！行进速度多少、株距远

近、有无遗漏，现在完全是自动监测。”让农场负

责人李立新赞叹的远不止这一点，“通过农机上

的传感器，还可以进行数据监控、采集，把控农机

作业轨迹、位置、面积以及时长，粮食生产更精

准、更高效。”

加强智能化农业场景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智

能化水平。近几年，长春市重点围绕玉米、水稻

等作物，建设生态无人农场试验基地，在部分地

区组织开展了农业生产全过程无人作业试验，相

继展示了耕、种、管、收等环节无人化作业，实现

了节种节药节肥、省水省电省人工、增产增效增

收，打造出可复制易推广的绿色生态、高效环保

的无人农场新模式。

今日的长春，科技日新月异，创新层出不

穷。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长春已掀开

新的篇章。未来，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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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柳青

长春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

长光卫星航天信息产业园二期。

金赛药业国际医药产业园。

农机收割忙，一片“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