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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引“金凤”升级看“新跃”

红白相间的崭新厂房、整洁有序的生产环境……如今，走进吉林市新跃新材料

有限公司厂区，看不出曾经的破败景象。

吉林市新跃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高纯眼科单体材料及助剂的企业，也是

吉林化工园区利用闲置资产招商引资来的专精特新企业，本月底即将试生产。连日

来，这家公司正进行生产前的各项准备，车间里的工人紧张忙碌着。

据企业负责人滕伟介绍：企业今年预计完成产值500万元，明年一期年产100吨

高纯眼科单体材料项目全面达产，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启动二期建设。

这家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是上海蒂螺集团在吉林市成立的第二家全资子公

司，产品可替代进口。“新跃新材料项目占地1.8万平方米，利用吉林市一家企业闲

置多年的厂区来建设。”吉林化工园区经合局负责人孙洋介绍。项目落地前，上海蒂

螺集团计划向上延伸产业链，生产可以替代进口的高端隐形眼镜材料项目，并在上

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等多地考察了26个地块。

2023年初，吉林化工园区得知企业的投资意向，便积极邀请他们前来考察投

资。蒂螺集团充分考量各地产业体系、基础设施、政务服务等投资条件，最终决定将

年产320吨高纯眼科材料项目落户吉林化工园区。

“从前期手续办理到项目建设，再到验收，化工园区全程服务，特别是‘九解一协

调’服务企业工作开展后，‘企业知心人’孙洋多次上门服务。”滕伟说，车间生产有温

度要求，原有供暖系统达不到标准，吉林化工园区就协调有关单位维修改造供热管

线，新建泵站，彻底解决企业供热问题。

孙洋介绍，吉林化工园区坚持“项目为王”，将盘活“双停”企业与招商引资结

合起来，引入优质项目，盘活闲置资产和低效用地。园区实行“一企一策一专班”，

通过整体收购、技术合作、增资扩股、政府收储、开拓市场等措施分类盘活。自

2023年吉林市盘活“双停”企业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吉林化工园区已成功盘活了14

户企业。

海外拓市场 重启现生机

焊接机器人挥动机械臂精准地焊接，工人们在生产线紧张有序地操作，各道工

序有条不紊地运转……10月16日，吉汽龙山轻型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里一派繁忙

景象。“现在企业正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平均15分钟就下线一台整车。”吉林龙山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李默说。

眼前生机勃勃的企业，去年初处于半停产状态。吉汽龙山轻型车有限公司是一

汽集团代工企业，主要生产解放T80、T90轻微型卡车，但产品进入市场后不久，受到

诸多因素影响，陷入销售萎缩的困境。

此时，吉汽龙山急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开发新车型，但因缺少资金和资源，企

业管理者一筹莫展。吉林高新区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吉林市相关部门合力推动，促

使吉汽龙山与一汽解放汽车公司打破原有代工模式，开展深度合作。2024年1月，

双方正式签约微车、新能源车合作项目。1月14日，一汽解放新能源车首批300台

E90在吉汽龙山正式下线。这款车型适用于市政环卫、工程及城市物流等领域，得到

市场良好反馈。

同时，吉林高新区积极帮助吉汽龙山破解融资难，助力新品开发。随着中国汽

车品牌海外市场的拓展，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右舵车市场成为中国汽车出口海外的重

要目的地之一，吉汽龙山将目光瞄准了这块市场。

经过不懈努力，吉汽龙山研发出右舵微型卡车，并根据目标市场情况进行了优

化。新车投放泰国市场后受到消费者欢迎，吉汽龙山随即与泰国一家企业合伙成立

了年产1万台整车的企业。目前，整车项目厂房建设完成，正进行设备安装，预计年

底投产。项目达产达效后，可为企业创造产值近10亿元。

回顾吉汽龙山提档加速的过程，企业负责人说，这与吉林高新区的帮扶助力密

不可分，是他们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化解难题，助力企业重新焕发了生机。

众企齐联手 盘活共受益

10月17日，在吉林市广聚医药物流园内，一批来自市区零售药店的订单发来，

工人通过操控机器智能传输分拣药品，再打包后清晰标注发送地点后运输出库，当

日就把药送达下单的连锁药店。

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辉说：“这个医药物流园是广聚药业、东

晨药业、新保康连锁三家企业联手收购共建项目建成的。公司实行仓储、运输统一

管理，年节约仓储物流成本百万余元。”

吉林市广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东晨药业有限公司、吉林市新保康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是当地知名的药品经营企业。对药品经营企业来说，仓储物流成本的

高低至关重要。为此，企业控股人一直寻求适合地块建设统一的仓储物流园。

位于吉林昌邑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机电设备公司，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厂房建设

烂尾。吉林昌邑经济开发区与3家药企控股人积极联络磋商，通过转产嫁接的方式

盘活这一停建项目。因厂房位于主城区，交通便利，适合建设现代药品物流园。

2022年，三家药企联手收购这个停建项目，并投入8000多万元建设了广聚医药物流

园。

物流园建设过程中，吉林市昌邑区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帮助办理前期手续，解决

供热管线迁改、规划验收等问题。了解到项目建设有融资需求，吉林昌邑经济开发

区企业对接金融机构，先后协调贷款4100万元。在有关部门的协调帮助下，园区实

现一年半内顺利竣工、验收、入驻，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3年末，广聚药业、东晨药业、新保康连锁正式入驻园区。

三家公司入驻后，新购置了智能化医药物流分拣系统及仓储管理系统，药品拣

选、复核的整个流程高度自动化，大大减少人工操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

视觉拍照、自动化输送保证了药品分拣的准确性，增加了物流管理的可追溯性和可

控性。

目前，园区已实现了仓储、运输统一管理，经营成本大大降低，预计今年可创利

税约1000万元。今年9月，新保康连锁成功入库限上商贸业企业。

破解大难题 发展入正轨

今年前9个月，位于吉林经开区的吉林中泽钼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15.3亿元，

同比增长199%，比去年全年销售收入还增加近10亿元。在吉林经开区的帮扶下，中

泽钼业快速破解融资贷款、要素保障、原料采购等难题，加速释放产能，从半停产状

态进入发展正轨。

据了解，吉林经开区创新实施龙头企业带活、资金融通激活、招商合作促活、定

向服务助活、依法收储盘活、动态监测保活“六活”举措，高质量盘活这一“双停”企

业。

中泽钼业的钼产品深加工项目，在2023年初竣工投产时因资金短缺，只启动了

钼化工生产线，低负荷运行，钼冶金生产线难以启动，当年销售收入仅5亿多元。

吉林市“九解一协调”服务企业工作启动后，市委编办和吉林经开区分别为中泽

钼业配备了“企业知心人”和“企业联系人”，积极协调邀请吉林市金融办和金融机构

到企业对接，帮助企业破解资金难题。今年年初，钼冶金生产线投产运行，钼化工生

产线产能大幅提升。

在生产过程中，当中泽钼业原料采购销售遇阻时，吉林经开区联系吉林石化、吉

林化纤、大地化工等公司，实现原料本地采购、副产品本地销售；生产中出现晃电问

题，经过“企业知心人”“企业联系人”协调解决，供电线路稳定性、安全性得到提升；

吉林经开区还联系吉林市委组织部、市人才服务中心等部门，帮助企业引进一名化

工专业研究生，增加研发力量。该公司综合部部长赵春伟说：“随着产能释放，中泽

钼业遇到的问题也多起来。无论啥问题，‘企业知心人’‘企业联系人’，还有开发区

各部门都及时帮助解决。”

据预计，今年，中泽钼业年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8亿元，全面达产达效后年销售

收入可实现30亿元。

“自全市盘活‘双停’企业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经开区已盘活企业20户，盘活土

地面积150公顷，拉动工业产值增长20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全年盘活企业可实现产

值50亿元以上。”吉林经开区政务服务局副局长许磊介绍。

引源头活水 解历史难题

10月21日，在位于蛟河市的上海北杰集团关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身着

白色防护服的工人正在使用自动化设备为药片打包装，在下一道工序，工人们在有

序分拣装盒，紧张且忙碌。

关东药业是一家盘活后恢复生产的制药企业。该企业因经营不善，负债达1.7

亿元，2021年申请破产重整。吉林省特研药业联合吉林省泓泰药业和江西仁齐药业

3家企业共同收购关东药业，并为其偿还了4600万元债务。

企业负责人姜立新介绍，在盘活企业过程中，蛟河市政府给予大力支持。目前，

由蛟河经济开发区联合工信和发改部门申请的400万元专项资金已到位，这笔款项

是针对企业开发新厂房的专项资金。同时，当地的消防、环保等部门还成立帮扶小

组；蛟河市为企业引进人才铺平道路，提供了6套人才公寓，平均每间50平方米，外

地来蛟河的科研人员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此前因为企业的发票被限制额度，对盘活

后的新企业生产销售不利，经相关部门协调，一天就解决了发票限额问题。“十一”假

期，蛟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还多次到企业走访，了解复工复产情况。

因为企业是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进行投资改造，加上投资方背后强大的专利支

撑，可以利用蛟河当地的人参、鹿茸、灵芝、孢子粉等特产资源，将来，企业会在这些

特产药品上进行深加工，企业看好中草药和特产深加工以及保健品的发展前景。预

计到今年底，企业产值有望实现2600万元，利税200万元，并在年底前实现入统，申

请专精特新企业。

“明年企业预计产值可达5000万元，未来，会有两个亿产值的市场潜力。”谈到

企业的发展前景，姜立新满怀憧憬。

唤醒沉睡资源唤醒沉睡资源 让存量再让存量再““生金生金””
——吉林市盘活吉林市盘活““双停双停””企业行动扫描企业行动扫描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张添奥

时值深秋，气温骤降。在吉林市盘活企业——
吉汽龙山轻型车有限公司内，仍是一片火热的生
产场景。

近年来，受市场产品结构转变等多重因素影
响，吉林市的部分企业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成
为“双停”企业。吉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盘活

“双停”企业工作，2023 年已盘活“双停”企业 153
户，超额完成全年盘活目标，新增产值 25 亿元；今
年前 9 个月，又盘活“双停”企业 52 户，新增产值 30
亿元。

目标明确，方向更明晰。2023 年，吉林市启动
“双停”企业盘活攻坚行动。他们提出市级党政主
要负责人统筹指挥、分管市级负责人靠前指挥、县
区主体推动、市级部门积极配合工作格局，并将该
工作纳入县区绩效考评。各地各部门将盘活“双
停”企业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做到思想上真重视、
调研上真用劲、方法上真清楚、领导上真坚强，稳

保经济再上新台阶。
政策向“新”，改革更深入。发展中的难题，需

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盘活存量，正是一个“有中
出新”的过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吉林市聚焦债
务、融资、招商、转型等制约企业盘活的最突出问
题，分类推动、精准施策，创造性提出“六聚焦、六
破解”工作路径，同时鼓励县区形成长效工作机
制。拓展延伸，形成个性化举措，力争达到“盘活
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因地制宜，成效更显著。有中出“新”异想天
开不行，必须用好因地制宜的方法论，立足资源禀
赋，结合产业图谱，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如今，漫
步在盘活后的各大产业园区，大有耳目一新之
感。抓住企业原有资源和商业基因，让曾经的空
置楼宇变身漂亮厂房，让曾经断开的产业链逐渐
完善连通；让曾经“荒”着的园区绿意盎然，华丽转
身，让盘活转型的路子更加多元……

关东药业恢复生产后生产车间里的工人正忙着制造生产。吉汽龙山轻型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

吉林市新跃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外景。

“企业知心人”与企业沟通盘活后相关事宜。

吉林市广聚医药物流园车间里的流水线。

俯瞰世纪广场。孙嘉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