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勇争先行致远，策马扬鞭又

一程。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

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关键之年、深入实施“十四

五”规划的攻坚之年。一年间，全

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

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任，以

“率先突破行动”为牵引，真抓实

干、攻坚克难，迈出的每一步都坚

实有力——

这一年，我省粮食再获丰收，粮

食总产达到853.2亿斤，首次跨上

850亿斤台阶；全省高速公路通车

总里程突破5000公里大关，达到

5008公里；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风光装机容量突破2100万千瓦；雪

季里，省内各大雪场人头攒动，旅

游景区订单量大幅攀升；中国一汽

全面加速布局新能源汽车，销量大

幅增长，动力电池首入山海关；全

球首辆氢能源市域列车在中车长

客试跑成功；“最美边境公路”

G331，带动农文旅融合、乡村全面

振兴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实现

“一通达百通”……

从一域到全局，这一年的“吉林

答卷”亮点多、分量足。在全省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高质量发展扎实推

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保

持稳定，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看农看农业业

粮食粮食增产增产 人参人参““出圈出圈””

全省粮食实现面积、单产、总

产“三增长”，总产首次跨上850亿

斤台阶，连续4年稳定在800亿斤

以上……

产量连年创新高，是吉林作为

农业大省和粮食大省，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最好的答卷。

2024年秋收时节，广袤田野一

片金黄，饱满的稻穗“笑”弯“腰肢”，

橙黄的玉米颗粒饱满，丰收的喜悦

充溢老乡们的心间。

在种粮这件事上，吉林始终自

我加压：2024年，我省以现代化大

农业为主攻发展方向，将粮食生

产摆在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狠抓

落实，坚持稳面积、提单产两手发

力，逐季节、逐环节稳步推进各项

措施落实，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

“压舱石”。

北纬40—46度是世界公认的

黄金水稻带，也是世界著名的优质

粳米产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

好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重如沙、

亮如玉、溢馨香、汤如乳”的吉林大

米。

突出优势，我省全面推进吉林

大米品牌建设，开展分级分类工作，

遴选出第一批100款吉林大米名录

产品。全省实现大米全程可追溯企

业达172户。

除了吉林大米品牌打造不断升

级，吉林鲜食玉米品牌建设也在快

速推进，全省出台了《关于加强鲜食

玉米品牌建设加快鲜食玉米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鲜食玉米产业正逐

步成为农民增收、企业创效的“黄

金”产业。

与此同时，作为吉林最具优势

特色、最有发展潜力的富民产业，吉

林人参从种植到精深加工提升再到

全产业链布局，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做到货

真价实、优质优价，持续擦亮长白山

人参“金字招牌”。

深冬时节，巍巍长白山，银装素

裹。充沛的降水、肥沃的土壤、高海

拔的地形，构成了人参生长的理想

之地。

2024年7月10日至11日，省委

书记黄强在通化市、白山市调研时

强调，要举全省之力，从源头抓起，

引导行业自律，更好培育维护人参

品牌，真正把长白山人参这块“金字

招牌”越擦越亮。

短短5个多月，省委新一届班

子聚焦人参产业，省委主要领导“踏

破铁鞋”谋发展，多地多部门“势如

破竹”快发展，吉林人参从“大破大

立”、难点堵点“各个击破”到“乘风

破浪”、吉参南下“出海”，“百草之

王”正在开启荣耀之旅。

以2024年11月下旬为例，吉参

一路南下，赢得满堂彩——

11月20日，吉林长白山野山参

推介会暨吉林省野山参体验中心馆

在杭州揭幕；

11月23日，吉林·长白山人参

主题展馆在南宁第二届世界林木业

大会上精彩亮相；

11月 28日，在广州开幕的第

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上，长白山人参更成为抢眼亮

点；

11月29日，吉粤省际合作名特

优新农产品湾区推介会在广州召

开，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主任马洪涛围绕发展壮大人参等产

业作了发言，胡润百富董事长胡润

作吉林人参品牌建设国际化营销主

题演讲……

吉林人参，正强势“出圈”！

看工看工业业

韧性韧性增强增强 结构优化结构优化

工业是经济发展“压舱石”，具

有“顶梁柱”意义。2024年，全省汽

车、石化等传统产业转型步伐加快，

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蓬勃发展。

来到“汽车城”长春，一股发展

汽车产业的热忱扑面而来——

无人物流车在厂区“自由”行

驶，生产设备适时“汇报”运转状态，

机械手臂精准运行……在一汽红旗

制造中心繁荣工厂全自动化生产线

上，一个个汽车零部件有序衔接、组

装，仅54秒，一辆红旗车快速下线，

智能汽车工厂的“新智密码”在这里

展露无遗。

一声令下，一辆新能源轿车呼

啸着撞向障碍物。“砰”的一声巨响，

电池安全性能的测试数据、影像等

资料已在后台显示。类似试验，在

中国一汽科技创新基地的新能源整

车碰撞实验室里，一年要做200多

次试验。

而在2024年年中，一批全新的

动力电池从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发送至一汽红旗蔚山工

厂。经过前期数次小批量产品检

测、试装后，这款“吉林制造”的动

力电池正式用于装配红旗新型EH7

新能源轿车。标志着动力电池首

入山海关。

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关键期，

中国一汽全面进军新能源汽车，在

“三电”（电池、电机、电控）、“五智”

（智联、智舱、智驾、智算、智能底盘）

关键技术上实现一系列开创性突

破，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实验室

走向生产线。

汽车产业是我省工业体系的

“压舱石”，也是当下我省工业生产

稳步增长的缩影。

装 备 制 造 业 成 果 颇 为 喜

人——

中车长客成功研发全球首辆氢

能源市域列车的同时，同样由其自

主研发的单轨捷运系统车辆于

2024年11月正式下线，这是全球首

个采用跨座式单轨的全自动运行旅

客捷运系统项目，开拓了机场捷运

新模式；

“吉林一号”在轨卫星已达117

颗。

石化产业持续“减油增化”——

原油加工能力每年980万吨，

乙烯生产能力每年85万吨；炼油、

乙烯、丙烯、碳四、燃料乙醇、精细

化工六条生产线开辟新领域、制胜

新赛道。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

司，领先的产业规模、强大的科创

实力、健全的产业链条以及“数智

化”生产体系、“高精尖”产品，每一

样都将“高质量发展”这个要求做到

了具象化；

而在吉林化纤集团，年产15万

吨原丝等重大项目陆续投产达效，

企业生产的碳纤维原丝，国内市场

占有率已经达到90%以上。

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高速增

长——

海谱润斯、新产业、禹衡光学、

奥来德等企业产品订单量大幅提

升，松原正泰光伏组件、吉林叁吉

PCB线路板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长

春光电信息产业园、长春智能光谷

产业园等重点园区产业集聚态势初

显。

看消看消费费

市场市场稳定稳定 文旅火热文旅火热

眼下的吉林，要说最热门的产

业，当属冰雪。

冰天雪地给了吉林特有的颜

色。盘活寒地资源，重构冰雪格局，

吉林人成势于心中，落子在当下。

2024年12月19日至20日，第

二届世界寒地冰雪经济大会在江城

吉林举办。

17 个国家的使领馆外交使

节、商协会代表，41 家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知名企业负责人共

聚一堂，以冰雪为媒，了解吉林、

感知吉林，为加快我省寒地冰雪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

2024年 12月12日，我省出台

《关于推动吉林省冰雪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突出要求

“冰雪+”融合要更加广泛。除了

“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旅游、

冰雪装备”等核心冰雪产业，还部

署了冰雪教育、冰雪商贸、冰雪科

创、冰雪人才等一系列“冰雪+”重

点任务。

吉林发展冰雪产业，自然条件

是先发优势。我们力求用足优

势，用“冰雪+”写好产业发展的新

篇章。

这不，在2024年12月21日这

一天，有着“雪国列车”美誉的龙井

号民俗旅游专列如约而至，一路

穿越林海雪原，观雪后长白山森

林雪景，赏北方雪后农田屋舍；感

受沿线历史遗迹，见证历史发展

变迁。

仅仅在这一趟列车上，+文

化、+历史、+民俗，冰雪的融合性不

言而喻。

“冰雪+温泉”，头顶白雪泡温

泉，感受冰火两重天是吉林冰雪旅

游的特色之一，富含矿物质的长白

山聚龙火山温泉、高锶温泉长白山

天沐戴斯温泉；

“冰雪+非遗民俗”，查干萨日

祭火仪式、朝鲜族上元节、查干湖

冬捕、“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锦

江木屋村等，都是吉林独特的文化

资源；

“冰雪+观光”，冰雪旅游不但

要有可玩性还要有可观赏性，在

已有的长春冰雪新天地的基础

上，吉林将实现冰雪体验项目县

域全覆盖，打造“家门口”的冰雪

乐园；

“冰雪+交通”，为了让游客更

加便捷地抵达这片滑雪胜地，2024

年冬航季，共有31家客货运航司在

长春机场计划运营136条航线，通

航75个城市，长春机场至省内延吉

和长白山的定期航班实现常态化

运行；

“冰雪+体育”，国际雪联单板

滑雪障碍追逐、自由式滑雪雪上技

巧、空中技巧3个项目世界杯赛；国

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单板

滑雪坡面障碍技巧2个项目亚洲杯

赛……新雪季，一场又一场冰雪国

际、国内水平赛事，陆续登陆吉林，

激情开赛。

同火热的冰雪旅游遥相呼应，

吉林22℃的夏天，打造出避暑经济

新热度。

与此同时 ，“一通百通”的

G331 吉林段引领自驾旅游新风

尚；长春动植物园西游记主题火

爆全网；长白山等热门景区节假

日上演人从众；集安早市成为“早

市旅行家”们的新宠；长春54路文

旅专列、这有山、延大网红墙、梅

河口东北不夜城等地引得游客争

相打卡；全国人民餐桌上的帝王

蟹五分之四从珲春口岸入境，2024

年前11个月，全省进出口总额增

长8.1%。

看新看新质质

动能动能澎澎湃湃 活力迸发活力迸发

抢占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构筑

新优势，2024年，吉林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速催

生新质生产力涌流，高质量发展的

奋进曲激扬奏响。

放丝、氧化、碳化……伴着设

备“奏鸣曲”在吉林化纤集团生产

车间回响，一束束碳纤维原丝经

过多道生产

工序由白变黑，成为新材料中的

“黑色黄金”——碳纤维。

据介绍，这种材料直径仅为头

发丝的十二分之一，含碳量达90%

以上，强度却是钢的7—9倍。

“一根细丝”的“能量”不止于

此。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材料，碳纤

维在风电、光伏、无人机、汽车轻量

化等领域应用广泛，吉林化纤高精

尖产品“上天下海陆上行”的本领

早已声名远播。

与新材料同样渐成优势的还

有新能源。

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

在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用好本地资源禀赋至关重要。

我省也顺势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新

能源产业。

相较于已有一定发展基础的

风电、光伏产业，这几年，我省将发

展眼光放在了前景尤为广阔的氢

能产业上。

氢能，被称作“21世纪的终极

能源”。一年多的时间里，省内一

系列支持氢能产业发展举措密集

出台；

2024年9月1日起，满足条件

的吉林省籍氢能车辆，免收省内高

速费；

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

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

园项目等大项目加紧赶工……

加紧建设能源基地的同时，我

省还在努力构建全产业链一体化

的新能源产业。

伴随着华能、大唐等能源开发

企业，三一集团等能源装备制造龙

头企业陆续进驻我省，风力发电主

机、叶片、塔筒、机舱罩等产品已实

现本地化生产。

持续发展固有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同时，2024年，我省加大力度

向“新”而行，审时度势挖掘新的发

展高地。

低空经济就是代表之一。

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作

为“新增长引擎”之一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

人才优、需求足、品牌响，是我

省发展低空经济的底气所在。

作为低空经济产业链上的企

业，吉林省翼启飞科技有限公司正

忙着在长春净月高新区选址布设

“无人机场”设备，用于巡检、监测、

应急处理，辅助城市精细化管理。

在展示大厅，记者看到各种无

人机产品齐聚，科技感十足。据介

绍，公司自主研发的“翼指挥”无人

机管理平台已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针对省内农业社会化服务、防

灾减灾、适度规模经营等项目提供

了多次服务。

滑翔伞营地建成、无人机监

测植保普及、相关人才培育进高

校……低空经济逐渐“飞”进吉林

百姓家。新场景、新业态、新动

能，低空经济正激发无限可能，赋

能百业千行。

发展新质生产力看吉林，从加

紧建设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到拔

地而起的现代化工厂，从谋划实

施的城建项目，到智能尖端的创新

科技……

一条条新质生产力的拓进之

路正在铺就，一曲曲高质量发展

的奋进曲奏响激荡……砥砺奋

进 的 2024 年 ，为 我 省实

现“十四五”既定目标奠

定了坚实基础。新年启

程 ，吉 林 人 民 定

会 在 省 委 、省 政

府 的 坚 强 领 导

下，真抓实干，奋

力推动吉林高质

量发展明显进位、

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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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松县万良镇打造“参乡汇客厅”平台，通过提供多种
形式的便企服务，全力擦亮万良人参特色产业小镇的“金
字招牌”。图为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进入新雪季，我省各地纷纷亮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推
出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和产品，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滑雪体验。图为在抚松县的长白山
华美圣地度假区，小朋友们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滑雪。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镇赉县依托大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现代农业
企业，通过盐碱地改良，水肥一体化、密植、一喷多促等先
进种植技术推广，为当地增加了大量优质耕地资源。图为
无人机在大河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水稻种植基地内
进行田间管理作业。 （资料图片）

吉林化纤集团不断优化用能结构，提升能源效率，全面推进生
产线智能化升级。图为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长太高速公路项目整条线路穿过世界著名的“黄金玉米带”、我国大型商品粮和油料基地，
并辐射内蒙古东部通辽市、兴安盟等多个旗县。它的建成将直接带动长春、松原地区经济的快速
发展。 （资料图片）

2024年7月13日，第二十一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长春市东
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图为一汽红旗展台的景象。

本报记者 潘硕 摄

位于长春市九台区的楚天华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
不仅在传统制药用水系统、配液系统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还积极拓展新
的产品线，形成了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