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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经 济 稳 中 提 质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

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3%，比前

三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1 个百分

点。近日，吉林省统计局局长林梅表示，2023

年，吉林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提质

的良好态势，吉林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展

示出新气象新活力。

发挥优势强产业

近日，走进位于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奥迪一汽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

景象。该项目正朝着今年 1 月底实现“预批量

首车下线”、年底实现量产的目标加力推进。

奥迪一汽新能源项目是奥迪在华首家纯

电动车型生产基地。继 2023 年 11 月份完成首

台预批量白车身生产后，当年 12 月份，该基地

的涂装车间正式启动预批量生产。按照计划，

该项目在 2024 年底将陆续投产 3 款纯电动车

型，年产能将超 15 万辆。

汽车业是吉林省和长春市的支柱产业。

围绕长春市汽车集群获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

群的重大发展机遇，2023 年初，吉林省启动

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集中力量推动

238 个“上台阶”工程项目加快建设，推动长春

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

化先行区试点城市。

吉林省工信厅副厅长宋晓辉介绍，2023

年，吉林省属口径整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16.7%和 17.6%；全年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1.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3.6%，产值同比增长 32.0%，呈现出加速转型

升级积极势头。据悉，2025 年前，一汽红旗将

推出全新车型 17 款，其中新能源汽车达 15 款。

不仅是汽车业，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

一，吉林省在装备制造领域也取得积极进展。

数据显示，2023 年，吉林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2.5%。

高铁装备迈出新步伐。2023 年 10 月份，

中车长客与塞尔维亚有关部门正式签约。这

是中国时速 200 公里以上高速动车组首次出

口欧洲，标志着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走出

去”取得重大突破。同年 3 月份，由中车长客

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套高温超导电动悬浮全要

素试验系统完成首次悬浮运行，我国在高温超

导电动悬浮领域实现重要技术突破。

新能源装备实现新突破。2023 年，计划

总投资 450 亿元的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

完成了一期项目建设任务，不出园区就能组装

出一部完整的风力发电整机。三一风电、远景

能源、正泰新能等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得益于

此，2023 年末，新能源装机容量超过煤电，成

为吉林省的第一大电源。

精准谋划稳投资

尽管已是数九寒冬，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

公路二期项目仍没有完全停工，建设方正按计

划加紧备料，力争在今年 8 月份完工，早日通

车运营。

中交一航局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项目党

支部书记姚兵告诉记者，中交一航局曾一体化

负责一期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全过程，

待二期项目完成后，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

东半环将全面贯通，对于保障沿线居民安全快

速出行、促进长春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吉林省

全面振兴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2023 年，吉林省连续组织春季项目集中

开工、投资和项目建设百日攻坚、项目督导踏

查等系列活动，推动项目进一步加快建设，鼓

励项目单位进一步抢工期、抢进度，超额完成

年度投资和建设任务。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日昊介绍，

2023 年，吉林省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1955 个，

投 资 增 长 7.9% ，其 中 百 亿 元 级 以 上 项 目 有

15 个。

总投资 135 亿元的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

电池项目，是吉林省第一个汽车动力电池项

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满足 60 万辆电动汽车

的配置需求。2023 年 5 月 22 日，该项目实现

提前 100 天完成送电；7 月 24 日，一汽弗迪首

台电池包下线；12 月 29 日，一汽弗迪首批成品

电芯顺利下线。该项目的竣工投产，将有力推

动长春汽车零部件产业转型升级。

据悉，2023 年，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大力开

展服务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行动，各级项目中

心推行一站式平台化服务，共协调解决立项、

用地、环评等项目建设困难问题 573 个；联合

金融监管部门向各大银行推送融资需求项目

1481 个；组织开展 5 期项目融资路演活动，为

全省各地项目和企业对接 268 亿元信贷资金

支持。

“下一步，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将深度精准

开展项目谋划，狠抓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在保

持合理规模增长的基础上，着力优化投资结

构，提高投资效益。”刘日昊说。

改善条件促消费

滑粉雪、赏雾凇、看冬捕、观冰雕⋯⋯自

2023 年 11 月份新雪季开启以来，吉林省各大

冰雪景区迅速迎来旅游旺季。

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假期，吉林省接待国内

游客 604.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6.69%；全省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53.21亿元，同比增长659.06%。

吉 林 市 北 大 湖 滑 雪 度 假 区 市 场 营 销 部

负责人闫帅告诉记者，为迎接新雪季，该度

假 区 雪 道 总 数 由 上 个 雪 季 的 47 条 增 至 64

条，索道由 10 条增至 11 条，夜场开放雪道数

量增加至 4 条，共运营缆车 11 条、魔毯 7 条，

并启用 1 家新建高端酒店，大幅提升了旅游

接待水平。

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冰雪产业发展，将冰雪和避暑休闲生

态旅游业列入全省“十四五”时期 3 个

万亿元级支柱产业进行重点打造。为

迎 接 2023—2024 年 冰 雪 旅 游 季 的 到

来，吉林省提前制定措施，面向省内外

游客发放总额 3000 万元的冰雪消费券，设立

总额 1000 万元的冰雪交通补贴。

冰 雪 消 费 对 拉 动 经 济 增 长 具 有 重 要 作

用。2023 年，吉林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9%，比前三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 53.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58.2%。

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吕继伟介绍，2023

年，吉林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以“消费提振年”为主线，密集出台促消费 23

条等一系列政策，发放消费券 7.7 亿元，高频举

办促销活动 2000 多场次，创新打造“1·8”消费

节、“9·8”消费节、消夏消费季、冰雪消费季等

消费场景，持续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改善

消费条件，全省消费品市场快速恢复、持续

向好。

“2024 年是消费巩固扩大的关键时期，吉

林省将以‘消费促进年’为主线，‘政策+活动+

资金’叠加发力，线上线下融合互促，全力恢复

和扩大消费。”吕继伟表示，吉林省将持续释放

消费潜力，安排消费券支持汽车、家电等大宗

商品扩销增销，打好“消费券+以旧换新”组合

拳，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让百姓受益、企

业有利，并持续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高品质、

新时尚、多品位、国际化的吉林好物。

以诚待客凝聚营商强磁场

梁

婧

全国工商联不久前发

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2023 年 度 全 国 营 商 环 境

评价得分较上年度小幅上

升。天津、河北、山西、黑

龙江、广西上榜“优化营商

环境进步最明显的 5 个省

份”名单。

作为曾经“哪哪不沾

边，只有能源强”的传统能

源省份，山西能上榜，离不

开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

决心与政策措施。优化营

商环境、稳住经营主体，不

仅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稳

住市场预期的关键一环，

更是确保经济长远发展的

重要基础。为此，山西创

新提出营商环境“五有套

餐”，即办事情有“靠制度

不靠关系”的社会氛围，搞

项目有“承诺制+标准地+

全代办”的优质服务，做前

期有“一枚印章管审批”的

便捷便利，跑手续有“7×

24 小时不打烊”的政务服

务超市，对未来有“新官理

旧账”的稳定预期。真心

实意拿出真招实招，服务

投资兴业，从而打造招商

引资的强磁场。

从因电影《满江红》爆

火的好客“老醯儿”山西到

淄博“赶烤”，再到如今受

到青睐的“尔滨”，这些地

方“规范营商、以诚待客”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诚信、

担当、务实的营商环境释放出强烈的吸引力，而打造这

样的营商环境并不能一蹴而就。

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

治环境、创新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推动营商环境

改善，首先要以问题为导向，打通堵点。只有把找到的

问题列出来，一项项分析原因，找方法，然后提炼共性，

制度机制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优化完善，不会成为不接

地气的空壳子。同时，清理不必要的、过泛的企业检

查，避免重复检查，让企业有更多精力专注生产经营。

其次要加强政策和要素支撑。各地政府要围绕企

业所需，进一步完善、提升、做实惠企政策，让白纸黑字

变成真金白银。通过实行政策清单化，推动政策可落

地，具体细化、明确流程、规范执行，让干部能操作、会

执行，让企业看得懂、易办理。同时，针对企业反映较

为集中的融资、用地、用工、用能等方面的困难，需精准

提供要素保障和支持。

再次要坚持把服务理念贯穿工作始终，着力营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放心

创业、安心经营。在市场准入上，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

禁止的领域外，一律对民营企业开放；在行政执法上，

对损害民营企业权益的执法行为，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在政府诚信上，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建立健全政务

失信记录和惩戒制度。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相信有了诚信、担

当、务实的营商软环境，更多地域亮点会被发掘，得以

展现自己的经济硬实力。

江西崇仁——

建设智慧输变电制造基地
本报记者 刘 兴

“企业接入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后，应用场景

覆盖生产流程比例达 90%，跨部门协同投入降低

30%，企业生产运营成本降低 15%。”在江西省抚

州市崇仁县，江西伊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美园向记者介绍“5G+工业互联网”云端智慧

工厂建设带来的益处。目前，该县已有 80 余家

企业加入工业互联网输变电行业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实现降本增效。

崇仁变电设备产业拥有 50 多年的发展历

史，是变压器制造基地，配电变压器全国市场覆

盖率位居前列，素有“机电之都”之称。近年来，

崇仁县围绕打造国家级输变电产业示范基地的

发展目标，推动输变电设备产业生产实现从“制

造”到“智造”升级。

在江西北斗变电科技有限公司终端组装区

的全自动生产线上，一台台机器人正在给变电设

备安装“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则在安全线外“监

工”。该公司通过“变电+大数据”“变电+互联

网”“变电+物联网”“变电+北斗”，促进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与现代制造等产业融合创新，已

成功研发出北斗变电远程控制芯片、通信芯片和

加密芯片，并通过大规模芯片生产嵌入基带板

卡，壮大产业聚集优势。

为推动传统输变电产业转型升级，崇仁县每

年出资 2000 万元，设立县级工业发展基金，对企

业技术改造、自主研发、创建品牌，均给予一定奖

励。此外，该县还积极推动校企合作，开展项目

对接，不断为本土企业注入“高新基因”。崇仁县

政协副主席方丽英介绍，县政府与南昌大学共建

变电设备产业研究院，与沈阳变压器研究院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为崇仁变电设备企业在专项产品

设计、工艺、制造、试验、相关技术改造等方面的

技术需求提供市场服务，共享在合作中取得的技

术成果。

围绕输变电产业人才供需矛盾、人才结构

失衡、产才融合不深等难题，崇仁县还创新实

施“一企业一博士”柔性引才工程，累计招揽博

士近 70 人。通过人才支撑，该县拥有输变电设

备 产 业 1 家 国 家 企 业 技 术 中 心 、8 家 省 级 企 业

技术中心，6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4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了 2 个中国驰

名 商 标 、26 个 江 西 省 名 牌 产 品 ，取 得 172 个 发

明专利。

“ 目 前 ，全 县 输 变 电 产 业 链 产 值 达 102 亿

元。”崇仁县委书记周国华介绍，下一步将着力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输变电产业由单一中低

压变电设备生产向发电、变电、输电、配电、售电、

储电 6 个环节全面延伸，以恒翔电气、明正变电、

伊发电力等龙头企业为核心，重点开发智能化、

绿色化、高端化产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加快打

造全国知名智慧输变电制造基地。

□ 本报记者 马洪超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倪梦婷

1 月 23 日，满载合肥本

土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及配套

产品的合肥中欧班列从位于

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辖区的

铁路北货场站驶出。今年以

来，合肥中欧班列开行超 80

列，辐射欧亚大陆 18 个国家

126 个城市站点。

赵 明摄（中经视觉）

1 月 23 日，在山东省荣成市黄海造船（有限公司）厂区，多艘大型船舶正在建造。近年来，荣

成市积极推动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大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力度，强化产业链合

作，船舶建造效率和技术含量明显提升。 杨志礼摄（中经视觉）

这是 2024 年 1 月 4 日在吉林省长

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举行的第

22 届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

节现场。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