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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中国调研行
作为“新中国光学的摇篮”，长春市光

电信息产业基础雄厚、优势突出，曾诞生新

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红宝石激光

器、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等光学领域十

几项“中国第一”。7月19日，“活力中国调

研行”采访团聚焦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

展，探寻其布局未来、培育新质生产力、打

造现代化都市圈增长极的生动实践。

在长春新区，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高分07卫星进入发射前的系统验收

阶段。作为我国首家集卫星研发制造、运

营管理和遥感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商业遥感卫星公司，这里诞生的“吉林一

号”卫星已从初代400公斤级迭代至20公

斤级，批量化产线具备年产200颗遥感卫

星、200颗通信卫星的能力。

长光卫星是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芯、

光、星、车、网”中“星”的核心力量，形成了

“一企带一链、一链成一片”的虹吸效应。

在上游，带动了精密机械、光学零件等60

余家本地企业融合发展；在下游，依托“吉

林一号”海量遥感数据，为农林、环保、文旅

等相关领域的200余家本地企业赋能。航

天信息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成为长春

现代化都市圈增长极的重要支撑。

“以现有在轨卫星测算，‘吉林一号’卫

星星座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38次

至40次重访。”长光卫星综合办公室主任

张晓磊介绍，未来长光卫星将依托“吉林一

号”星座在高分辨率和高重访能力上的技

术优势，持续拓展“卫星+”应用场景，推动

遥感数据服务从传统行业向更多新兴领域

延伸。

光电信息产业的蓬勃活力，更在产业

链的纵深布局中持续迸发。长春经开区打

造的东北规模最大光电信息产业基地“芯

光智谷”，七大园中园形成特色集群。其

中，一期、四期入驻了长光辰芯、长光大器、

长光华大、长光辰英等“长光系”龙头企业，

目前空间已饱和；二期签约企业40余户；三期部分企业已投入运营。

“园区全面建成后，力争3年内入驻企业200户以上，产值达到400亿

元。”长春经开区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张巍向记者介绍。

在长春经开区的光电产业园，长春长光辰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线阵图像传感器于日前上市。“通过十余年的自

主研发与产业化发展，我们目前已形成九大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引领市场发展的CMOS图像传感器产品，客户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总经理助理张双成介绍，公司在机器视觉、科学仪器、医疗成像

及专业影像领域实现了广泛应用和技术突破，在全球CMOS图像传感

器市场建立了领先的行业地位和规模化的市场基础。（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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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盛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东北工业集团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为我省制造业领域的

这家老国企注入了振兴之力、奋进之气。

“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

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

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

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

摇。”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深植于长春

一东每一位员工的心间。

十年，是时间的检验，更是行动的答

卷。十年来，长春一东把总书记的殷切嘱

托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紧扣创新、

质量、管理三大核心要素，在改革中图强，

于挑战中奋进，一路走来步履铿锵。

以创新为魂点燃发展引擎

“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某个技术突破，

而是企业对‘创新’这两个字的态度。”长春

一东苏州研发中心负责人谢先平回忆，“我

刚来时，研发中心刚刚落子苏州，那里就像

是一片还未开垦的土地，而如今已是枝繁

叶茂、硕果累累。”

为了加速企业创新步伐，提升高质量

发展水平，2017年，长春一东独具慧眼，利

用“长三角”地区人才聚集优势，在苏州设

立研发中心，吸引了大批高端研发人才。

他们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与长春本部

的研发团队紧密合作，实现了企业研发工

作的“南北协同、双核驱动”。

这十年，是长春一东在自主研发上不

断爬坡过坎的十年。

从最初的技术引进到如今多项核心技

术实现自主可控，从传统离合器产品到智

能控制系统，再到整车传动解决方案的研

制，企业一步步向产业链高端迈进。

数据显示，十年来长春一东研发投入

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国内外有效专

利拥有量突破190项，相关离合器产品传动

能力从900牛米提升至4920牛米，液压举

升机构实现了从机械式到智能遥控式的跨

越，不久前开发出的商用车电控机械自动

变速系统等新能源产品更是成功切入系统

级供应商赛道。

“从来没想过，吉林的老国企也能像互

联网企业一样，做‘硬科技’。”长春一东副

总经理刘国帅说。

不仅如此，近年来，长春一东还牵手吉

林大学等高校，建立了“企、校、产、研”紧密

结合的长效机制，不断攻克技术难题。“校

企合作为我们引来了活水，许多研究成果

可以直接用于一线转化。”刘国帅介绍，目

前企业已成为3个行业和地方标准的制定

者，荣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称号，技术

创新实力跻身行业前列。

十年来，在一次次的研发攻坚中，长春

一东不只是追赶者，更成为了行业道路上

的创新先锋。

以质量为基铸就品牌口碑

质量，是企业立足市场的根基。走进

长春一东的生产制造车间，机械臂精准操

作，智能化设备高效运转，一派现代化工业

图景。操作工人在显示屏前盯着一条条曲

线波动，每一个细节都在“实时在线”中被

监控与校验。

“以前我们靠人看仪表，现在每一个检

测点都被系统抓得死死的。”员工们都惊叹

于近年来产线数字化带来的新变化。

目前，企业的热处理生产线淬火、回火

过程均由电脑精准控制，加工过程实现自

动化，确保了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同

时，自动化装配线的运用有效避免了人为

因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极大提升了产品

质量和生产效率。

长春一东还建有国内领先的国家级实

验室，实现产品性能100%自动化检测。实验

室具备第三方检测资格，可根据国家及国际

标准，对离合器、汽车液压举升机构不同产

品性能进行全面、严格的检测。从原材料的

检验到产品的最终检测，每一个环节都严格

把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

细节，确保每一件出厂的产品都符合高质量

标准。

凭借过硬的质量保障能力，长春一东

获得了中国一汽、东风、重汽等多家主机厂

认证的“质量改进奖”“品质领先奖”“优秀

供应商”荣誉。企业离合器产品在国内市

场占有率接近30%，液压举升机构市场占

有率超过35%，产品远销欧洲、东南亚、中

东等地。

“现在，我们的产品，要么不出厂，出厂

就是精品！”刘国帅自豪地说。

以管理为本激发企业活力

在长春一东，一张小小的“积分卡”正

在悄然改变员工的行为模式。

“你提出一个合理建议、解决一个问

题、节约一笔成本，都会有积分，不仅能兑

换奖金，还能用于评优评先。”刘国帅介绍，

这种精益管理模式于2017年全面推行，如

今已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让每位员工都成为管理的参与者和推

动者，是长春一东取得可持续发展的法宝

之一。翻看精益管理的“智慧账本”，有的

人优化物流路径减少搬运时间，有的人调

整模具减少废品率，还有人设计自动夹具

提升装配效率……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善，

累积起来却创造了惊人的价值。

数据显示，十年间企业通过精益管理

节省成本1.39亿元，设备故障率下降19%，

库存减少20%，人均效率提升15%，精益管

理人才队伍规模日益壮大。

与此同时，在信息化建设方面，长春一

东大力提升企业数字化管理水平。近年

来，企业接连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全面数字

化监控和管理，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过程的

透明度和可追溯性。通过信息化手段，企

业能够实时掌握生产进度、产品质量等关

键信息，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进一步

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管理水平提升，生产效率就高，质量

就更稳，客户就更信任。”这是许多一线员

工发自肺腑的共识。

“未来，长春一东将继续以总书记的嘱

托为指引，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之路，持

续提升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向着成为国

内离合器和液压举升机构领导者、国际市

场有力竞争者的目标奋勇前行，为推进国

企改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贡献更大的

力量，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长春一东党

委书记、总经理刘晓东坚定地表示。

做好国有企业 筑牢发展之基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春一东十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何泽溟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拥有超大

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

优势。

近日，202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

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顶住压

力、迎难而上，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内需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8.8%，中国大市场展现强大韧

性，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向优向新的关键力量。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

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

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

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

进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夯筑起应对变局、开拓

新局的坚实依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一）

超22万个注册主体，日交易电量规模达38亿

千瓦时，市场电量规模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三国

用电量总和……

6月28日，涵盖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

省区的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启动连续结算试运行，标

志着全球最大、最繁忙的“电力超市”开门营业，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下转第八版）

夯筑起应对复杂变局的坚实依托
——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观察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记者柳青 徐雁秋）时隔22

年，作为城市地标的长春人民广场7月21

日起再次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广场不仅

保留了市民记忆中的历史风貌，更增添了

休闲座椅、主题咖啡馆等便民设施，让这

座位于城市中心的广场以更亲民、更温暖

的姿态回归市民生活。

7月21日8时，长春人民广场轨道交

通连接通道正式开启，市民、游客可从该通

道直达人民广场中心广场。“通道24小时

开放，地铁1号线运营期间，乘客可通过站

内任意出入口进入站台区域，步行至D2出

入口后直接抵达人民广场中心广场；地铁

1号线停运后，乘客可从位于中国人民银

行南门的D1出入口进入通道，步行至D2出

入口即可到达广场。”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

项目负责人王伯冠介绍说。

据了解，长春市人民广场占地面积

3.6万平方米，是环岛型交通广场，坐落于

长春市人民大街中段，向外辐射出长春大

街、西安大路、民康路等多条道路，不仅是

城市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也见证了城市

近百年的发展变革，是长春市极负盛名的

地标广场之一。出于交通安全的考虑，

2003年，长春人民广场实施封闭管理。

得知人民广场重新开放，长春市民王

晓茹带孩子提前一天过来打卡，“我非常期

待人民广场的开放，这里对我来讲有着特

殊的意义。小时候，父母总带我来广场游

玩。今天，我也带着我的孩子来这里打

卡。”她表示，要向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重

新开放的人民广场，让更多人体验焕新后

的城市地标魅力。

坐落在广场中心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

塔，于1945年11月建成，是长春市的标志

性建筑之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长春市朝

阳区委、区政府对纪念塔进行了全面修

缮。本次修缮主要是对纪念塔的塔顶飞机

模型、塔身石材、塔柱矮墙、塔座地面及台

阶进行了修缮，并在纪念塔外围安装了监

控设施，以便更好地保护苏军烈士纪念塔。

为了营造更加舒适宜人、四季皆景的

生态休闲空间，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对广

场绿化进行了全面升级。据市林园局绿

化中心主任惠大东介绍，目前广场栽植了

三角梅、月季、一品红等花卉10万余株，并

铺种了5000多平方米草坪，补种、移植了

云杉、黑皮油松等乔灌木。“本次提升，我们

坚持‘本土树种’和‘适地适树’原则，对人

民广场内部林下杂木、灌生萌蘖进行清理，

对内部乔灌木进行修剪，对广场围栏进行

补充，外环进行彩化栽植。”提升后的人民

广场植物搭配更加合理，树木景观更加优

美，林下空间更加通透，形成了“春有花，夏

有荫，秋有果，冬有景”的四季景观。

“人民广场将围绕游客基本需求进行

业态布局，形成历史文脉与现代功能融合

的活力空间。一是建设人民咖啡馆，二是

引进‘君至长春’文创产品和简餐，满足游

客需求。”广场商业运营方、长春文旅集团

项目负责人李帅表示，长春文旅集团联合

人民咖啡馆打造的人民广场店，是吉林省

首店，围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理念，将商业与社会责任及人文关

怀深度融合，同时，通过“君至长春”系列文

旅产品售卖，实现“简餐消费+文化带走”的

闭环，推动文旅产业升级与融合创新。

长春人民广场今起重新向市民开放长春人民广场今起重新向市民开放

长春市人民广场将于7月2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图为人民广场全景。 本报记者 潘硕 实习生 刘馨陽 摄

盛夏，绿意满松原。

7月20日，“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

团走进松原市，深入探访当地保护生态

与发展产业协同并进的创新探索。

走进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基

地的风电叶片生产车间，映入记者眼帘

的是一派忙碌景象。技术工人专注地

进行铺层、喷胶、合模等工序，在先进机

械设备的辅助下，一个个巨型风机叶片

正在加快生产。“园区主要进行风电装

备制造，涵盖智能叶片、电机、整机、塔

筒、风力发电机装配、主控变桨等风电

设备组件的装配制造。”吉林中车风电

叶片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慧向采访

团介绍。

作为松原“绿电”示范区的重点项

目，基地厂房建筑配套光伏板，厂区周

边设置风力发电机组，自发自消纳，树

立了新能源应用典范。“叶片二期项目

建成后，将实现8条130米级叶片生产

线规模化生产，预计年产值超15亿元。”

刘慧说，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当地风电产

业链，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有效提升

区域综合竞争力。

同样的繁忙场面出现在正泰新能

6GW高效组件及智能制造产业园。园区

内的松原市新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光

伏生产车间的智能化流水线高速运转，

上料、焊接、层压……一道道工序紧密

衔接，一块块光伏板陆续下线。

记者了解到，成立于2022年的该公

司，依托正泰集团成熟的各项技术优

势，积极拥抱数智化转型趋势，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建成高效太阳能组件生产线，通过产业

链上下游协同，为松原打造新能源产业

集群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推动将丰富

的“阳光”资源转化为澎湃的发展动能。

松原的活力不仅体现在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上，也蕴藏在其

独特的自然生态魅力之中。

步入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天一色，飞鸟翔集。“保护区内

现有276种鸟类在此栖息，除野鸭、大雁外，还有丹顶鹤、东方白鹳、

白枕鹤、蓑羽鹤……”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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