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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松原市立足本地发展优势，积极挖掘增长潜力，

取得了工业转型成效明显、现代农业成果丰硕、服务提档升

级的好成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3%。2025年，松原市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

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整合

优势资源，持续推动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发

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松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

在冬季查干湖一望无际的雪海冰原上，亚洲陆地最大采

油平台——吉林油田新立16号平台显得格外醒目，2023年，

这块平台生产出我国第一桶“零碳”原油，开启了吉林油田全

面绿色转型的新篇章。

自1959年发现以来，吉林油田一路书写辉煌，2008年油

气当量突破700万吨，成为当时我国东部陆上增产幅度最大

的油田，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然而，由于复杂的市场环境变化和资源劣质化加重

等多种原因，随后的几年，吉林油田又陷入了产量下跌、连年

亏损的低谷。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国家提出“双碳”战略后，吉林

油田积极抢抓机遇，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三分天下”方略，

着力更新发展理念，变革发展模式，以吉林绿色协同发展示

范基地为依托，实施千万千瓦级风光发电、五百万吨级碳埋

存、百万吨标煤级清洁能源利用“三大工程”，高效建设以松

南效益稳产、川南效益建产和新能源效益发展为标志的绿色

低碳多能互补新型吉林油田，取得了明显成效。2024年，吉

林油田油气产量当量达452.6万吨，实现产值168亿元。建

成投产了国内首个全产业链CCUS示范项目，埋碳量居全国

首位。新立采油厂实现了全过程“绿电”驱油，生产出我国第

一桶“零碳原油”。

多年来，松原市一直在推动产业多元支撑的道路上不断

摸索前行。以吉林油田为重点的工业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也

为松原市传统产业转型打了一剂强心针。

松原是农业大市，农产品种类多、规模大、产量高。推动

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适时转型也是松原市近年来重点推

动的工作之一。

近年来，按照“抓粮头、强食尾”“重农头、兴工尾”的发展

思路，依托龙头企业引领，松原市不断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取

得新突破。相继引进了嘉吉、鲁花、盼盼、中粮家佳康、旭鑫

油脂等一批全国知名农产品加工企业，培育壮大了松粮、北

显、绿之源、巨大粮油食品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企业。2023

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575户，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184户，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保持在500亿级

规模水平。

为持续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松原市

围绕玉米、水稻、杂粮杂豆、生猪、肉牛肉羊、禽蛋、生态渔业、

果蔬“八大产业集群”，不断延长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打造供应链。依托嘉吉生物化工高科技产业园区，以

嘉吉生化为龙头，通过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引进上下游企

业6户，打造了集食品配料、添加剂、特种氨基酸于一体的国

家级玉米生物化工产业园，大大拉长了玉米加工产业链，年

可加工转化玉米200万吨，2023年园区产值实现54.6亿元。

中粮家佳康（吉林）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集饲料生产、种猪

繁育、商品猪养殖、生猪屠宰、分割加工、冷藏、销售于一体的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产业转型，蹄疾步稳。2025 年，松原市将继续坚持

规划引领，围绕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十大产

业链，完善招商引资“五张清单”，签约引进更多亿元以

上项目。继续扶持吉林油田全力推广全过程“绿电”驱

油技术，规模化生产“零碳原油”，保证油气产量当量稳

定在 500 万吨以上。同时，进一步加快吉林旭鑫油脂 8

万吨大豆压榨等项目建设，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550 亿元，以传统产业的稳步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劲动能。

促进优势产业稳步壮大

1月19日，国内应用于沙戈荒地区的超大功率等级风电

机组——“凌风号”在吉林中车松原基地成功下线。这一国

内首个下线的12兆瓦级陆上风电机组，单台机组每年可发

电约3800万度，与上一代机组相比可提升15%以上。

松原市风光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该市积极抢抓国家

各种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全力招引项目，全情

支持企业发展。2022年12月25日，在“松原速度”和“中车速

度”合力推动创下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200天从签

约到产品下线的纪录后，松原市新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也实

现了全线通产，并创下了99天完成建设投资实现批量生产

的纪录。富足的资源、适宜的政策、积极的服务、优良的环

境，坚定了新能源企业来松发展的决心和信心。随后，国能、

中国能建、中国钢研、中船、中广核、特变电工等各行业头部

企业也纷纷落户松原，新能源产业逐渐成为松原市经济发展

的重大引擎。

依托龙头企业引领，松原市持续推进风光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建设，紧紧围绕既定的新能源产业发展目标，积极开

展招商引资集聚企业，通过“强、补、延、建”强健产业链条，

抓住风、留住光。2022 年，松原市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

1000万千瓦，是过去15年装机总量的4倍。2023年，全市

新增新能源装机指标350万千瓦，实现翻番式增长。2024

年，松原市开复工新能源及其关联项目80个，比2023年多

21个，完成投资154.1亿元，增长22.4%。累计获批新能源

发电指标1696.5万千瓦，是2020年的8倍。新能源装机规

模达507万千瓦，居全省第2位。新能源及相关领域产值首

次超百亿元，新能源产业也实现了从粗放开发到“源网荷

储+装备制造”，再到“氢氨醇一体化”“氢能冶金”全链条提

质升级。

从新兴产业到优势产业，从无到有再到不断壮大，新

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松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

支撑。

除新能源产业，近年来，松原市还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

化肥制造业、医药化工业等优势产业稳步壮大。制造业实现

数字化转型，2024年，松原市实施徐氏米业数字智能化生产

等“智改数转”项目13个，吉林油田技术装备、牧神机械等企

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全市10户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完成产

值65亿元。同时，京能年产5GW蓄电池大型能源储能研发中

心投入使用，填补了我省制造产业的空白。化肥制造业快速

发展，史丹利、新洋丰等龙头企业在松原不断发展壮大，化肥

产业链得以进一步延伸，中国北方“肥都”的发展目标一步步

切近。积极发展医药化工业，大力支持华侨药业等企业提质

增效，鼓励企业开展品种交易、委托加工、药号转化，推动了

华侨药业北斗产业园等项目投产达效。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不断壮大，松原市的产业

结构升级之路越走越宽，随着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九大500

亿级产业集群加速集聚，具有松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结构

框架已基本形成，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松原市的产业

结构必将更加合理，也必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

力的支撑。

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松原市积极整合优势资源，持续

推动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据统计，蛇年春节期间，

松原市共接待游客165.03万人次，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高

达13.37亿元，两项数据均刷新了历史纪录，生态旅游业迎

来了开门红。

如何更好地培育催生新质生产力，松原市给出的

答案是：瞄准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以项目建设为

抓手，促进投资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塑造松

原产业发展新优势。

一直以来，松原市始终坚持抓大

项目、常抓项目、全员抓项目，实现

了以项目之“进”蓄发展之“势”。

2024 年，共完成投资 388.5 亿

元，投资体量连续三年居全省

第2位，投资贡献率连续四年全

省第一。产业项目数量比重连

续三年超过50%，产业类投资占

总投资的74.6%。

项目建设是培育新质生产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和突

破口。2025 年，松原计划围绕“两

重”“两新”、一揽子增量政策等国家重

大战略和社会资本投入深度谋划储备

5000万元以上项目200个，围绕新能源、现代

农业、生态旅游等十大产业链签约引进亿元以上

项目120个，全年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

项目240个，以坚实的项目建设铸

就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在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松原市还将围绕人

才、科技平台等建设，打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催生的良好环境。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紧紧围绕发展新

能源、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建立健全教育培养人才、

人才支撑科技、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科教的良性循环机

制，为产业发展、企业壮大提供智力支持。

深化科研院所合作。深入推进与吉林农业大学、吉林化

工学院等高校合作，共同创建产业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充分

利用“内外脑”，为企业解决技术需求。

激发科技创新潜力。加大科研投入，建立市、县配套科

技创新资金投入机制，探索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协同新路

径。提升创新能力，推进中车时代新材风电叶片松原数字化

工厂等10个“智改数转”项目。打造科技平台，推动长发农

业申报科技创新中心，吉林油田医院申报吉林省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新建创新平台5个以上。培育科技企业，新增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10户、科技型中小企业20户以上。促进成果

转化，常态化开展“科创专员”申报工作，帮助企业转化科技

成果。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人

才政策，年内创建“松原技能大师工作室”2个、“松原师徒工

作间”4个，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做好住房、就医、子女入学

等保障，吸引更多高端人才集聚松原、建设松原。释放教育

科技人才倍增效应。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

强企业主导，鼓励科技领军企业成立创新联合体，打通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支持企业选派人才到高校、

科研院所担任“产业教授”。

目标清晰，路径明确。年轻的松原正以知难而进的“硬

劲”，迎难而上的“冲劲”，攻坚克难的“拼劲”，锚定高质量发

展这一首要任务，阔步前行，昂扬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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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湖冬季捕鱼现场。

▶吉林油田新立采油厂16号大井丛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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