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把舵定向的

“指南针”。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

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

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这五

对重要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

个“必须统筹”，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经

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论断，既是对已有实

践的总结提炼，更是对未来发展的启示引

领。对吉林而言，是让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

稳致远的“方法论”。

新春伊始，吉林大地处处涌动着发展热

潮。在企业、在城市、在乡村、在景区……一

个个生动场景里，记者看到了全省上下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

实践，看到了吉林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坚

定步伐。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同频共振

“双向奔赴”激发活力

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如何

同向发力？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开工仅5个月

实现暖封闭，2024年末正式投产。奥迪在华市

场相关负责人说：“这是奥迪在中国发展的又

一重要里程碑。”

“过去开个饭店，事事都要跑手续。现在

连收款码、办宽带、接入外卖平台都能一起办

了。”餐馆老板金哲说，自己只跑了一个窗口、

提交一套表格，餐馆就开了张。

两件事背后，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

手”协同发力，为企业、群众带来了新的体验

和感受。

政务服务“刀刃向内”。2024年，我省11.7

万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不见面审

批；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等8项事务

实现“一窗联办”，群众跑动次数从8次减至1

次；企业开办全流程压缩至4小时，全省新增经

营主体60.7万户。

国企改革“涉入深水”。2024年省属国

企一级企业数量压减80%以上，资产总额、营

业收入、利润增长、上交税费均创近5年最

好水平。吉林森工和长白山森工实现战略

性重组，大成集团实现复工复产，旅控集团

扭亏为盈。

民营企业“松绑减负”。我省出台《关于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实施意见》，落实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31条”政策，持续助力民

营企业轻装上阵，2024年新登记经营主体达

到 60.7 万户，民营经济的活力与韧性加速

显现。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将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有机结合起来。”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主任高芸认为，培育有效市场，要营造更加公

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建设有为政府，要优

化营商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治理能力、加

强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决扭转政

府职能越位缺位。

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

双轮驱动畅通循环

企业生产经营要有市场，群众就业增收要

有渠道。这是我省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意

义，也是衡量成效的标尺。

吉林化纤生产车间，一束束碳纤维闪耀黑

色光泽。它们与“前辈”们外观近似，只有行家

才能分辨其中差别。

“这是我们用‘干喷湿法’生产出的T800碳

纤维，性能优异，可用于压力容器、航空航天等

领域。”车间技术员陈佳琪说，企业已在汽车轻

量化、体育用品等领域达成研发应用合作。

“1199999元，成交！”伴随游客们的欢呼，“头

鱼”竞拍结束。吉林查干湖第23届冰雪渔猎文化

旅游节，仅开幕当天就接待游客15.1万人次。

热气氤氲的饭店里坐满客人，老板娘曲丽

杰为南方游客推荐餐品，几句东北话逗得满场

欢笑。她说：“餐位早就订满了，今年来查干湖

的客人比去年还多，天天忙得脚不沾地！”

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需求升级

牵引供给提质。“供”“需”两端畅通无阻，加速融

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供给端，众多产业加速跃升。2024年，全省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7%，红旗汽车产销量分别

增长22.9%和17.4%；奥迪一汽、一汽弗迪项目竣

工投产；全省75家滑雪场开板迎客，雪道总长度

位居全国前列，架空索道数量全国第一。

需求端，消费新场景持续涌现。2024年，

全省旅游市场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出游总花费

均增长20%以上，冰雪旅游收入同比激增35%；

汽车以旧换新拉动消费173亿元，汽车报废及

置换更新11.5万辆、家电换新48.7万件、家装

家居换新5.2万笔；网络零售额增长16.1%，高

出全国6.5个百分点；夜经济客流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16.9%。

“我省要形成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需注重因地制宜，立足产业基础，发挥比较

优势。”高芸建议，应一方面推动制造业、农业、冰

雪产业升级，一方面培育新能源产业、加强绿电

消纳、拓宽碳纤维下游应用、发展创新药物和高

端医疗器械等，形成有力支撑。

新动能与旧动能接续转换

双轨并行重塑优势

老工业基地之“老”，是优势也是忧患。个

中转变，全看动能是否接续，产业能否“焕新”。

如何做到？吉林的答案是：一手升级“老

底子”，一手培育“新字号”。

转型升级如火如荼，“老底子”焕发新

生——

四平市巨元瀚洋板式换热器生产车间，压

机模具冲压部分缓缓下降，须臾之间板片精准

成型。通过“智改数转”改造，该厂传热元件项

目预计产值可达3000万元。

2024年末，吉林石化年产120万吨乙烯装

置实现机械完工，今年将迎来投产的历史性一

刻。届时，企业乙烯总产能将提升至每年190

万吨，强力推动减油增化。

新质生产力奔涌 ，“新字号”拔节生

长——

红旗首款1700V超高压碳化硅功率器件样

件研发成功，将有效解决电动汽车“充电焦虑”。

“吉林一号”星座在轨卫星已达117颗，至

今为农林、水利、环保等14个领域开展精准服

务150余项，向170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

量遥感信息服务。

松原中车新能源装备产业园，12.5兆瓦沙戈

荒用风电机组“凌风号”下线。这是国内首个下

线的12兆瓦级陆上风电机组，居于领先地位。

新旧动能转换的“交响曲”，正在黑土地奏响。

2024 年，全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4100家；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挂牌

运行；长春入围国家首批“车路云一体化”试

点城市……

我省提出，到2027年，将重点支持制造业

“智改数转”示范项目1000个，规上工业企业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分别超过90％、75％。

“处理好战略新兴产业与‘老底子’之间的

关系，关键在于‘用好市场经济机制、畅通要素

双向流动’这句话。”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

究所所长赵光远表示，既要允许“老底子”整合

优势资源和潜力要素，做新兴产业的孵化器，

又要允许战略新兴产业企业通过资本注入、技

术入股等方式来盘活“老底子”。战略新兴产

业与“老底子”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市场

机制、破除观念障碍、畅通要素流动，一定能够

走出一条共享发展、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协同发力

双管齐下释放潜能

经历长久发展，“新动能”与“老负担”并

存，更大空间哪里来？

通过盘活存量带动增量，推动产业园区

“腾笼换鸟”，正是我省的“破立之道”。

2024年，停产7年之久的吉星轮胎有了新

名字——箭达（吉林）轮胎公司。吉林市引入行

业龙头——箭达天下集团，以现有产线为基础，

启动年产1500万条新能源汽车轮胎项目。一期

项目当年投产，企业新增产值6200万元，预计今

年产能将进一步释放，可实现产值3亿元。

2023年起，吉林市启动“双停”企业盘活三

年攻坚行动。截至2024年底，全市累计盘活企

业200余户，新增产值65亿元、上拉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增速约3.6个百分点，创造税收

1.08亿元，吸纳就业人数4300余人。

“盘活”不是终点。存量要焕新，增量要提

质，方能减负担、增动能。

我省两大森工企业“系出同门”，历史悠

久，却面临同质化竞争、品牌形象分散等问

题。通过“融合、整合、化合”，两家企业合并为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运营进入良性轨道，营

收、利润均有明显增长。

在白城市，新能源已成为创造经济增量的

主要力量。2024年，全市实施新能源开发项目

26个、规模365.9万千瓦，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

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吉西基地鲁固直流140万

千瓦外送等项目重点推进。

放眼全省，2024年产业投资增长10.1%；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12.3%；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16.9%；新能源产业

投资突破1100亿元……存量与增量的“化学反

应”，让资源要素焕发新生。

赵光远认为，我省经济结构中，最大的存量

是“生态资源”，最大的增量是“科技创新”。目

前，我省亟需将生态强省建设与创新型省份建

设一体化推进，用科学技术把包括土特产、冰

雪、碳经济等生态资源的潜力都挖掘出来，用生

态资源把包括光电、新材料、生命科学等科技创

新的优势都展现出来。让“增量”与“存量”相得

益彰，形成具有吉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提升质量与做大总量有机统一

双向提升筑牢根基

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吉林崭新篇章的必然要求。

2024年，我省单产连续3年居粮食主产省

第1位，总产量达到853.2亿斤，全国第4的地

位进一步巩固。

这一成就背后，是“梨树模式”下黑土层缓

慢恢复，是新建和改造提升的806万亩高标准

农田，是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达到3800万亩。

种种举措，保证了我省在科技创新和资源禀赋

叠加下，创造出更多“黑土奇迹”。

挑战面前，唯“新”不破。用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

业和领先技术，方能保证发展成色“量质齐

升”，破除掣肘，一路向前。

2024年，全省优化结构扩投资，实施亿元

以上重大项目1827个；转化科技成果3609项，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241亿元；农产品加工业

新达产项目314个，新增产值365亿元；新增有

实绩进出口外贸企业132家、上线平台企业超

过2000家……

“实现‘质’‘量’并进，要以量的合理增长

为质的有效提升夯实基础，以质的有效提升为

量的合理增长提供保障。”高芸说，下一步，我

省应在增强内生动力上下更大功夫，在恢复和

扩大需求上想更多办法，在经济转型升级上谋

更好对策，发挥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效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

车间机床轰鸣，卫星俯瞰大地，黑土地上

一片金黄，冰天雪地人流如织——白山松水正

用“统筹方法论”破解“东北之问”。我省抓好

五个“必须统筹”的实践，展现的是把握规律的

战略定力，更是攻坚克难的实干担当。在这片

热土上，一场质量与速度的“辩证法”，正在续

写新的时代篇章。

坚定发展脚步 锚定振兴坐标
——五个“必须统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吉林实践

本报记者 于迅来 赵广欣 华泰来

春节假期结束，年味还未散去，位于

“黄金玉米带”的梨树县黑土地上已提前

奏响备春耕序曲。黑土地被誉为“耕地

中的大熊猫”，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王贵满，便是它的坚定守护者。记

者见到王贵满时，他正在翻看农业书籍

和资料。

说起王贵满，很多人都熟悉。约二

十年前，王贵满勇挑重担，带领站内技术

骨干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科研院校以及农机生产企业，开启艰难

的技术攻关，为创建“梨树模式”作出了

突出贡献。该模式以玉米秸秆覆盖、全

过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为核心，为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提供了创新路径。王贵满形

象比喻：“梨树模式”，说白了就是给土壤

盖“被子”，这“被子”指的是秸秆。秸秆

覆盖还田，不仅能有效保持土壤水分，还

能增加土壤肥力，对黑土地的可持续发

展意义重大。

说起今年的新打算，王贵满娓娓道来——

继续大张旗鼓宣传“梨树模式”。策划制作一系列专题节

目，深入剖析“梨树模式”在提升土壤肥力、减少水土流失、增

加农作物产量等方面的突出价值；在各村宣传栏张贴图文海

报、发放“明白纸”，以直观对比图展示土壤和农作物变化；定

期举办宣讲会、电视讲座，邀请权威专家为农户答疑，加深农

户对黑土地保护和“梨树模式”的理解。

打算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全力投入“梨树模式”向山区、风沙

地区拓展的技术研究；深入特殊地形区域村屯，开展实地示范操

作，从秸秆收割、粉碎到覆盖，手把手教农户；建立长期跟踪机

制，技术人员定期回访，依土地变化调整方案，解决难题；建示范

田，用产量提升等成果，激发农户采用“梨树模式”的热情。

王贵满告诉记者，他计划深入剖析高产户与低产户差异，

组织专家团队，针对不同地块的土壤成分、气候条件，为农民

定制个性化种植方案，从选种、精准施肥，到精细化田间管理、

病虫害绿色防控，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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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雪沸腾·相约吉林 连日来，我省各大滑雪场持续保持客流高峰，丰富多彩的冰雪活

动为游客们带来了难忘的冰雪体验。图为游客在吉林市北大湖滑雪

场畅享滑雪乐趣。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摄

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

节，文化在年俗活动中传承

赓续，文脉在烟火升腾间沉

淀绵延。吉林省博物院的陶

器艺术展、吉林省自然博物

馆的亲子研学活动、伪满皇

宫博物院的非遗体验大集等

迎来参观体验潮。节日期

间，我省各类博物馆组织活

动171场次，接待观众36.03

万人次；图书馆、文化馆（站）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493 场

次 ，59.72 万人次参与其

中。逛博物馆、过文化年成

为今年春节的“新民俗”。而

我省的这波“文博热”现象背

后，折射出怎样的文化自信？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文博热”背后的文化基因

“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

吉林的‘魂’。”吉林省博物院

的留言簿上，一位游客这样写

道。从历史深处走来，白山松

水积淀着岁月的洗礼、时间的

重量，凝结成了吉林的“魂”。

华夏、濊貊、肃慎和东胡

族系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多元文化交流交汇，多

民族融合共生，见证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融铸历程。传

统的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

耕文化，与近现代的红色文

化、工业文化、影视文化交相

辉映，形成了吉林独有的文

化体系。

追长河而溯，从辽金故

里魅力扶余，到后府遗珍乌

拉风华，从缥缈九歌神韵长

白，到雁鸣三国、向海而兴的

珲春，从非遗吉林的吉光片

羽，到红色摇篮的光辉足迹，

这片土地风物迷人，山河壮

丽，文脉深远悠长；从艺术瑰

宝集安高句丽壁画，到吉林省博物院院藏国宝，从松花石

砚到长白山满族枕顶刺绣，从千年辽塔的悦耳风铎，到龙

虎石刻的铁画银钩，这片土地淹博宏通，纸墨留痕，文明

灿烂辉煌。

古以文载道，今以文聚力。2024年，“文博热”火爆，

“文创风”劲吹，“文保热”升温，文化力量在博物馆的门庭

若市中、在文保工作的接续传承中得以体现，文化自信在

每一个吉林人身上得以生动表达。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文化活力迸发的多重驱动

“文博热”的兴起，是吉林人对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

和坚定自信。面对庞大的文化基因库，吉林正在激活之、

运用之。把历史融入文创产品，用科技为文化遗产赋能，

在文旅活动中展现吉林精神气质，吉林的文化基因逐渐

“潮”起来、“活”起来、“用”起来，吉林“文博热”得以保温、

持续升温。

热爱博物馆的长春青年小霍，在以往节假日中逛遍

了市内各大博物馆，而在今年春节，她专门参观了新开放

的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分馆，“在这座博物馆中，

我感受到了传世文物的魅力，领略了考古发掘的风采，更

看到了吉林文博的无限可能。”如小霍一样的年轻人，正

在从博物馆中感受文化自信和认同，在与文物、历史的走

心对话中获得感悟、汲取力量。

今年，吉林省博物院“契丹文八角铜镜”冰箱贴备

受追捧，网友纷纷“求代购”“求补货”；长影旧址博物馆

推出“夜间博物馆”业态、沉浸式戏剧后，在去年国庆假

期创下入馆人数新高；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新春非遗体

验大集上，多姿多彩的非遗手工艺品，生动展现了传统

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焕发出的新活力……更多现代元素

的融入、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文化表达，让我省各类文博

场馆持续“出圈”。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在春节期间迎来“亲子游”热潮，

同走状元桥、国学大讲堂、传统手工制作等一系列文化公

益活动，让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教育的“第二课堂”更具吸

引力。据该馆教育专员杨美娜介绍，结合首个非遗春节，

今年活动中非遗元素更加鲜明，“比如苗族竹篓杯手工制

作，朝鲜族传统民居、土家族吊脚楼、蒙古包模型手工制

作等，都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诗与远方”的双向奔赴

山东游客李凡春节期间在长春旅游时，住在了红旗

街商圈的酒店。“在‘这有山’逛完就直接去打卡博物馆戏

剧《消失的母带》，很方便。”他还购买了几家博物馆的联

票，便捷又实惠。

查干湖景区在这个春节精心设计了“龙鱼闹新春”

“龙鱼星空夜”两大主题，通过冰瀑旅拍、雪谷奇缘、铁锅

炖、打铁花、烟花秀等活动，全方位展示冬捕文化，接待游

客4.62万人次，同比增长24.1%。

央视一套播出的《2025年非遗晚会》上，朝鲜族洞箫

清幽婉转、伽倻琴古韵绵长、朝鲜族扇子舞灵动飘逸、鱼

皮发簪小巧精致……这些吉林非遗不仅在晚会上鲜活呈

现，也丰富着游客在吉林逛馆、游览的体验。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催化下，我省博物馆与旅游景区有

效联合，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吉林文旅的创造性表达，让

厚重的历史文化与多样的冰雪资源正在被看见、被喜爱。

当长白山下剪纸艺人手中绽放出冰雪图样，当吉剧

唱腔流淌出浓烈的关东豪情，当雾凇岛上的北国诗意被

镜头定格，这些承载着历史温度的文化符号，在新时代焕

发出勃勃生机，“诗与远方”交织的动人旋律，正在这片热

土上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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