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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明悠悠长河中，古老声音不曾消逝：“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在科技创新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今天，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

新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以五大发展理念首位之重，持续释

放强大驱动力，助推我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道路上加速前进。

乘风而上，向新而行。我省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创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吉林大地落地生

根、硕果累累；

创新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交出精彩答卷、科技战略

支撑能力不断提升；

创新发展成果喷涌而出，科技创新推动吉林经济朝着高质量发

展方向破浪前行……

贯彻新理念 夯实根基成果涌现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时代大势，是国家大计，更是吉林

的使命担当和历史机遇。

吉林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荣光，随着时代发展展现出新的色

彩。而推动吉林由“老”向“新”、华丽蝶变的答案，在于“科技创新”。

吉林的血脉中一直流淌着“创新基因”。从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

璃、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台电磁式电子显微镜、第一台

红宝石激光器……诸多“第一”的诞生，为新中国科技发展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吉林“大校、大院、大所、大企”资源丰富，以中国科学院长春“一

院三所”为代表的直属机构、吉林大学、一汽集团等中直机构和数量

众多的高校，构筑了科教人文大省的优势，持续释放创新动力，滋养

着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创新想法萌生、落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察吉林，为吉林全面振兴

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将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吉林发展的

核心战略之一，有力回应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课题。

从广袤大地到浩渺宇宙，如大潮奔涌，如细雨润泽，创新要素

正流淌在每一寸生机勃勃的吉林大地上，各领域科技发展果实累

累——

2023年度，我省12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也成为东北三省

一区通用项目唯一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省份；

2023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我省排名上升6位，上升幅度全

国最大；全省评价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515户，同比增幅排

名全国第一；

“吉林一号”卫星第28次发射成功，在轨卫星数量增至114颗；

“中车长客造”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加速奔跑；世界首创双飞翼

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惊艳四方；吉林大学研制的万米钻机“地壳一

号”钻探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打造新高地 产业升级释放活力

经济发展，关键看产业；产业焕新，创新是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吉林逐渐将科教和产业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在巩固存量、拓展增量、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全面

发力。

以“科技创新”为轴，传统产业华丽转身，全“链”向新。在一汽科

创基地，无人驾驶、无线充电的智能小巴穿梭园区，科技感十足；走进

智能驾驶实验室，智能系统“呼风唤雨”，复杂环境自由切换；生产车

间里火热忙碌，工业机器人挥舞“手臂”高效作业，平均每分钟就有一

辆车下线。

今年以来，中国一汽一系列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如红旗EH7全新上市，中国一汽首款扭矩矢量双电机M190/M220首台

A样机成功试制下线等；与此同时，全省众多汽车产业链企业加速驰

骋于创新赛道，亮点纷呈，汇聚成产业趋新的蓬勃之势。

我省一众老牌制造业企业纷纷锚定“数字化”目标加速转型。

中车长客深度掌握60余项核心学科技术，让中国高铁由“追赶

者”成为“领跑者”；吉林化纤织梦六十载，建成全国最大的碳纤维原

丝生产基地，并不断向下游延展，当下，企业新型人造丝项目正在有

序推进；吉林石化在自研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连续突破，产品质量直接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今年以来，企业加快实施新材料提速工程，上半

年新材料产量再创新高；吉林油田零碳示范区新立采油厂Ⅲ区块的

采油设备忙碌地运转着，依托清洁能源，吉林油田在能源供给方面实

现了新突破，产出了我国第一桶“零碳”原油。

厚植“科技创新”土壤，新兴产业拔地而起，集群成势。

不久前，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首个高清全球

年度一张图——“吉林一号”全球一张图，填补了世界空白。长光卫

星成立十年来，凭借不凡的科技创新实力拿下一项又一项“中国第

一”和“世界第一”。

一企带一链，一链成一片。长光卫星以“吉林一号”卫星项目为

核心，带动了机械制造、光学制造、光电传感技术发展，逐步打造了完

整的产业链，形成涵盖近700家上下游企业的产业集群，让航空航天

成为吉林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名片。

构建新格局 优势互补全链贯通

在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尺度下，“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创

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彼此交织、互为支撑，全链贯通的良好

生态对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

“我们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力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着

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着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建设高水平

创新平台，着力培育高层次科技人才，着力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全面

提升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我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积极构建创新共同体，破

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难题，推动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

奔赴。

——实施“揭榜挂帅”“军令状”机制，充分调动优势科研力量，针

对产业关键共性问题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吉林省永利激光科技有限

公司突破射频板条CO2激光器等关键技术难题；长春三友智造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突破纤维复合材料技术难关；长春技特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突破全光谱流式细胞分析仪荧光强度解析、多色光谱解析、AI判读

等系列关键技术……企业通过与高校院所等多方科技力量紧密合

作，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从高校院所选派科技人才入驻企业兼任“科创专员（科创副

总）”，实现科技政策“解近渴、利长远”，以及人才与企业“两促进、双

受益”。目前，4批来自73家高校院所的759名科创专员（科创副总）

已到岗开展工作，覆盖全省9个市（州）630家企业，涵盖新材料、光机

电、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

我省聚焦高新区、示范区创新高地，政策、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

正加速汇聚。

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平畴沃野中安装着土壤

墒情、虫情测报、孢子捕捉等地块物联网环境监测设备，高精度摄像

头、传感器对设施、机械等全程自动控制，“无人农场”里“新”潮澎湃。

长春新区构建了“一区引领、三片支撑、十园联动”的高质量发展

格局，北湖未来科学城、永春现代生物医药城“双城”闪耀，光谷、药

谷、新材料基地“两谷一基地”活力无限。

长春作为中国光学摇篮，依托传统优势培育光电信息产业快速

崛起，在全省新兴产业中分外亮眼。近年来，“长春光谷”围绕“芯、

光、星、车、网”领域全面发力，逐渐迸发出产业集聚的磅礴力量。

长春新区光电办负责人介绍，新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电产业

发展的优惠政策，涵盖场地空间使用、税收减免、资金扶持、人才政策

等各个方面，努力让创业者、企业家在这里放心“追光”。

当下，我省正不断以创新打通产业链梗阻，推动短板产业补链、

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真正实现双链融合，形

成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形成了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光电信

息等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产业体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阔步向前，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定不移走科技自主创新的道路，我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定会交

出更为精彩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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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新月异，“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第一动力”……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省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不懈奋斗、辛勤耕耘，科技事业取得了骄人成绩，产生了一大批

重要科技成果，为推动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科技，国之重器，强国之本，兴企之要，惠民之源。科技创新不仅能够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催生新兴业态和模式，还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支撑。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今天，产业升级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科技创新正是引领

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我省企业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通过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不断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使企业产品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我省不断加大对创新型人才的引进

和培养力度，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通过松绑减负，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投

身科研；通过“揭榜挂帅”“科创专员”进企业等，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对人才来说，

“激励”很重要，“松绑”也同样重要，我省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打破束缚科技人员施展才华的

条条框框，让人才无后顾之忧，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进一步被激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对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将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以坚韧不拔

的毅力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勇攀科技高峰，为建设科技强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

贡献。

近年来，中车长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扛起大国重器的历史重任和时代使命，加速形成轨道交通装备领域新质生产力，不断擦亮

中国高铁这张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陈波团队“空间X射线-极紫外-远紫

外波段成像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图为副总工程师、研究员陈波正在和团队其他成员探讨业务。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摄

吉林大学仿生科学与农业工程教师团队20年来向着“星辰大

海”奋楫扬帆，他们凭借过硬的科研实力，深入参与到国家深空探

测事业中。图为团队成员邹猛带着学生们在土槽实验室里模拟月

球车月面通过状态。 本报记者 徐慕旗 摄

长春市东卓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加快数字化系统管理转型升

级，生产效能提升了30%。 本报记者 郑玉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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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集团借助企业技术人员和高校专家组成的碳纤维创新团队，在

原有碳纤维原丝生产的基础上，加大科研力度和投入，攻克多道难关，实现了

碳纤维原丝市场化，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吉林化纤集团走上了碳纤维

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创新之路。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吉林一号”SAR01A星成功发射。该星是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首颗微波遥感卫星，标志着公司在整星设计制造领域实现了

新的技术突破。 汪江波 摄

吉林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俯瞰图。(资料图片)

长春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心。(资料图片)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北湖园区。(资料图片)
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孵化器园区（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和加速园区(长智光谷产业园)一览。(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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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