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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邹鹏亮）近日，吉林油

田新能源生产一线传来喜讯：新能源发

电量突破6亿千瓦时，累计减少碳排放

47万吨，其中自消纳项目累计发绿电

1.9亿千瓦时；全油田绿电占比超30%，

弃电率控制在1%以内，减少油田用电成

本5300万元；外供项目共发电4.1亿千

瓦时，实现利润4000万元，新能源发展

再呈量效齐增态势。

近年来，吉林油田立足资源禀赋，内

外兼修，加快新能源战略布局，统筹新能

源项目建设，全力提升老油田绿电占比

和对外创效能力，为老油田低碳转型注

“新”力。截至目前，新能源已累计建成

装机75.7万千瓦，并网接入72.6万千

瓦，累计发电15亿千瓦时。发电量折合

标煤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7万吨，绿

证核发44万张，在实现本质扭亏、高质

量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目前，1

个集中式新能源项目、5个对内清洁替

代项目正开足马力、全速推进。

“对内充分挖潜，拓展自发自用项

目消纳负荷，强化协同，稳步提高自用

绿电占比；对外，充分论证新政策新形

势，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与市场趋势，将

不利变有利，把有利变为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吉林油田新能源事业部负责人

表示，吉林油田广大干部员工将进一步

转变新能源产业发展思路，坚持上网外

供与融合消纳并重，全力打造风光发电

与气电、氢能、地热等融合、协同发展

的“1+N”模式，为千万吨级绿色能源企

业建设赋“新”能。

吉林油田新能源发电突破6亿千瓦时

松花江自长白山奔腾而下，

劈开崇山峻岭，在向松嫩平原的

过渡地带形成一个反“S”，宛如

“大江弯弓”——吉林市坐落于

此。

吉林市，原名“吉林乌拉”，满

语意为“沿江的城池”，被誉为“北

国江城”。水，是吉林市的灵魂，

这个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

水而美。

以松花江为轴，吉林市将历

史、自然、工业与民俗编织成一幅

文化自信的立体图景，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一江碧水 千年文脉

这里号称“北方的江南”，青

山叠翠，碧水穿城。

松花江蜿蜒流淌，两岸历史

遗址遗迹星罗棋布。东、西团山

遗址，龙潭山城，乌拉部故城……

西汉夫余人建城江畔，世代耕

耘；唐代渤海人捕鱼射猎，繁衍

生息；清朝皇室来此望山遥祭，

临水焚香……

吉林市，是松花江千里长卷

中的一幅山水画、一首边塞诗。

在松花江丰满大坝一侧，阿

什哈达摩崖临江而立。明代辽

东都指挥使刘清曾三次领军到

松花江畔造船，两次在此刻字留

念。虽经 600年风吹日晒，“造

船总兵官”“领军至此”等字迹仍

依稀可见。

吉林市古称“船厂”，明清两

代均在此设立船厂，清代还在此

设水师营。“船厂的设立，促进了

东北水陆交通，加强了东北边疆

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尤其在

明清经略东北、抗击沙俄、维护

边疆稳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

献。”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所长于凌说。

“远迎长白，近绕松花，扼三省之要冲，为两京之屏障。”几

百年来，在号称边外“七镇之首”的吉林市，留下了许多反抗外

来侵略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两岸山河走日月，一江天水流古今。“吉林三杰”播下诗书

种子，开出今天数万人研习书法的繁花；牛子厚赴京创办京剧

科班喜连成，皮黄之声在松花江畔唱响，从此吉林市成为“京

剧第二故乡”……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在吉林市留下大量诗文

墨宝，化为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吉林市亦是满族发祥地之一。明代海西女真曾在此建乌

拉国。清代在此设采贡生产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长白

山文化、船厂文化、满族文化、流人文化与闯关东文化如涓涓

细流，汇入奔腾的江水，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

今天的吉林市，正在深挖历史资源，打造博物馆之城。人

们向乌拉“三府”深处求索寻鳇捕鱼、采珠贡蜜的故事；在满族

博物馆的展演中穿越时空聆听萨满的鼓声和“乌勒本”的说唱

声；徜徉“官参局”展览馆，在与实景演员的互动中，感受百年

前人参拍卖的紧张刺激……

“我们要守护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让人们通过文化

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留

得住文化根脉，以文化自觉重塑城市品格。”“官参局”展览馆

负责人廖敏说。

工业重镇 拼搏进取

清晨，当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上万名职工穿上蓝色工

装走出家门，松花江沿岸25公里的吉化厂区流淌成一片蓝色

的海洋——人们称之为“吉化蓝”。

“一五”期间，新中国156个重点项目中的七个落在吉林

市，以“三大化”为主体，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袋化肥、第一桶染

料、第一炉电石……

“零下30多摄氏度施工，用草帘和火炉保温，防止混凝土

冻结；没有起重机，几十吨的设备，用滚木和撬杠，人拉肩扛，

一步步挪到工地。”一些老工人回忆说。

拼搏，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位于吉林市东南松花江北岸的一处灰砖青瓦院落，是吉

林机器局旧址。那些锈迹斑驳的机械、老式毛瑟步枪……无

一不在诉说机器局创办的艰难。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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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2025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车展

上，奥迪Q6L e-tron系列车型开启预售。这

一代表德国大众“在中国，为中国”战略的全

新车型，产自位于长春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

作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德国大众选

择吉林作为新能源转型的支点，背后有着历

史与现实交织的充分考量——

自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以来，吉林汽车

产业链已有70多年历史；34年前，德国大众

追随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在吉林落子，创造了

国际经济合作的典范。

围绕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

吉林正在加快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

体”全面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加速构

建，向全球汽车产业释放“吉林引力”。

时至今日，全球汽车产业迎来新一轮变

革之际，吉林汽车产业迎潮而上，正在确立全

新地位，徐徐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

一个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吉

林呼之欲出。

主体壮大 释放产业集聚效应

整车销售，是整个汽车产业链条的“龙

头”，也是判断相关产业发展“风口”的金标

准。

2024年，中国一汽整车销量突破320万

辆、营业收入5550.1亿元，整体效益水平连

续行业领先；今年一季度，中国一汽共计生产

整车92.14万辆，同比增长65.4%；销售整车

105.91万辆，同比增长74.3%，夺得了“开门

红”；4月，中国一汽整车销量突破23.87万

辆，同比增长3.5%。

强大稳健的增长态势，带来的不止“量”

的提升，更是“质”的转型。

2024年，中国一汽自主品牌销量、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销量、海外出口销量均大幅

增长，增速分别优于行业10.2、5.5、16.9个

百分点。就在今年4月，中国一汽自主新能

源车车型以1.92万辆的销量，实现同比207%

的高速增长。

不难看出，吉林汽车产业的“万亿级”未

来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地位必然越来越重

要。在规模更大、附加值更高的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需求之下，全省零部件企业已迎来新

机遇。

位于长春的一汽弗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一块块动力电池被装车，分别送往一汽红

旗和奥迪一汽的新能源汽车工厂。此前，由

于冬季寒冷气候等因素影响，动力电池项目

形成了“不入山海关”的格局。一汽弗迪投资

“北上”，技术“过关”，填补了吉林乃至东北地

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关键一环。

在辐射全省的汽车产业重心——长春国

际汽车城里，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奥迪一汽新

能源汽车项目、一汽弗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项目，构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黄金三

角”，吸引更多供应链企业集聚。

“汽车产业加速向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方

向转型，支持奥迪一汽新能源车型批量投产

上市，加快‘车路云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拓

展应用场景。”2025年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不仅为汽车产业发展谋划了更广阔的空

间，更完善了我省新能源汽车战略布局上的

关键环节，为推动汽车产业实现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提供强大助力。

数智转型 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

汽车，是一种工业产品，考验的是背后的

工业制造能力和产业体系。

弯腰、抓取、搬运、码放，28秒完成全流

程循环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大幅提升……

在中国一汽繁荣工厂物流车间，7号智能员

工“旗小智”及其“兄弟们”以99.98%的运输

准确率穿梭于复杂路径中，日均完成千余件

零部件的精准分拣。

“为了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上生产

线，深度适配物流场景，我们在科研版的基础

上，迭代手臂、腿部结构，升级电机参数，开发

首个机器人工程交互软件，历经数千次场景

验证，最终打造出了能够在复杂物流区域工

作的实用型机器人。”中国一汽机器人技术负

责人告诉记者。

这只是如今我省“数智化造车”的一个镜

头。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的背景

下，中国一汽全面推进数智化转型，推进产品

诞生、生产制造、营销服务、企业管理、生态协

同等关键领域的业务变革及数字孪生，持续

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数智底座。

吉林长春一汽解放J7智能工厂，年产

能达5万辆，每270秒就有一辆重卡缓缓驶

下装配线；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工厂通过近

千台机器人及带有纹理识别功能的无人运

输车实现高自动化，通过虚拟仿真、数字孪

生技术，实现全面自动化控制，大幅提升效

率质量。

随着数字化浪潮涌动的不止“龙头”。我

省汽车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推动数智化转型升级，其中不乏令人瞩

目的“大手笔”。

在长春市双阳区的吉林通用工业园

区，一幅“无人化”生产的震撼图景正在变

为现实。该园区规划占地达 500 万平方

米，总投资高达350亿元，预计到2035年底

全面建成，将集聚智能装备和工业机器人

等高端产业。

基础牢固、链条完备、现代化程度高，已

成为吉林汽车产业链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

更巨大的发展潜力、更高效的产业形态、更强

大的竞争能力，也将为打造世界级汽车先进

制造业集群积蓄强大动能。

创新驱动 关键技术赢得竞争优势

放眼中国，汽车产业链条已全面向“新”

而行。这是一条竞争激烈的赛道，掌握关键

核心技术，是占据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2024年，中国一汽全年累计攻克近400

项关键核心技术，申请发明专利超过6118

件，全年主导和参与了27项标准修订。

新能源赛道上，中国一汽在乘用车领域，

红旗品牌在高效电驱系统和动力电池技术领

域取得标志性进展，红旗“天工”纯电平台自主

开发的全新一代智慧电驱已达到量产电驱产

品中的最高水平；在商用车领域，一汽解放发

布国内首款重型商用车缸内直喷氢气发动机、

解放蓝途“星熠”氢气发动机牵引车和解放蓝

途“星熠”液氢燃电牵引车，参与首条“粤港澳

大湾区氢走廊”建设项目。 （下转第三版）

迎 潮 而 上 聚“ 链 ”成“ 群 ”
——我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观察

本报记者 华泰来

本报6月7日讯（记者刘晓娟）以青春之名，赴梦

想之约。今天，2025年高考拉开帷幕，我省12万余名

考生走上考场，为梦想拼搏。

上午7时30分，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外，已

有考生陆续抵达，送考老师与考生击掌，轻声叮嘱，为

其加油鼓劲。不少家长身着旗袍，寓意“旗开得胜”，还

有家长手捧鲜花，期待孩子“一举夺魁”“金榜题名”，这

些充满仪式感的细节，让考点外的氛围既庄重又温

暖。同时，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准备的休息车，让家长

们可以在舒适、凉爽的环境中，安心陪伴孩子考试。

今年，我省高考报名考生123575人，全省共设59

个考区、168个考点、4651个考场。各考区各有关部门

按照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力以赴做好

组考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温馨高考”。

为忘记携带身份证件的考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

强化对送考车辆的停车引导、派驻心理咨询教师为考

生缓解焦虑情绪、加强对考生与监考教师食宿场所的

安全监管、在考点配备120急救车辆和急救人员、首次

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人脸识别和AI智能作弊分析全覆

盖……各部门联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在治安、出行、

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方面为考生提供综合服

务，为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据了解，高考结束后，我省将迅速进入网上评卷

阶段，预计6月25日公布考生成绩与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

（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我 省我 省 1212 万 余 名 高 考 考 生 赴 考万 余 名 高 考 考 生 赴 考
预计6月25日公布考生成绩与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2025长春光博会即将启幕。作为长春市

光电材料与显示产业集群的领军企业之一，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将携多项核心技

术成果亮相展会。

“光博会不仅是我们展示创新成果的重

要窗口，更是促进行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关

键平台。”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常亮表示，“今年，我们期待与全球光电领

域专家共同探索Mini/Micro LED等前沿技术

的发展方向，为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多力量。”

本次光博会上，希达电子将携0.3mm像素

间距显示屏亮相，这也是该产品的全球首发

展示。此外，希达电子还将展出绿色超高清

4KCOB显示屏、136英寸超高清COB智慧一体

机、希达高端定制COB显示单元、可变色温大

功率COB照明产品等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

携突破成果和前沿技术奔赴2025长春光

博会，这座城市的闪亮名片——长光卫星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光电信息的舞台上呈现

震撼人心的“航天秀”。

长光卫星综合办公室主任张晓磊告诉记

者：“长光卫星今年将全方位展示最新创新成果

与技术突破，彰显省市在光电信息产业的雄厚

实力，以及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无限潜力。”

展位整体设计紧扣“光电引领，新质未

来”这一主题，巧妙融入“吉林一号”品牌视觉

元素，搭配“吉林一号”高分系列、宽幅系列卫

星，以及“一箭41星”发射模型，重点突出商业

航天行业的科技感与未来感。

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办好今年

展会，是持续擦亮“长春光电城”品牌的标志性

活动，更是长春光电信息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加速器”，受到全省大力支持和高度

关注。

2024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

900.2亿元、同比增长7.1%。一个个重大光

电产业项目和成果加快推进，全市建成新质

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落位国家技术转移东

北中心等服务机构超过30家。长光卫星构

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

星座，长光华大发布了全球通量最高的基因

测序仪…… （下转第二版）

“长春光谷”，正奔赴“千亿级”
本报记者 王焕照

开栏语

2025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Light国
际会议将于 6 月 10 日至 13 日在东北亚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届时，一大批高科
技产品的展览展示和高层次系列会议活
动的举办，将以整个行业创新技术的高
质量供给，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今起，本报开
设“长春光谷·光博盛会”专栏，及时传递
展会动态、深度解读行业趋势、生动展现
前沿科技，一同聚焦、见证这场光电领域
盛会。

▲

6月7日，2025年全国高考拉开帷
幕。图为在吉林省实验中学考点，考生
与家长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谋发展 抓项目 开新局

CAR-T 疗 法 显 著 提 升
晚 期 胃 癌 治 疗 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