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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一版）吉林市是吉林省内第二大

城市，自然资源丰富，近年来生态旅游

等产业发展迅速，但经济规模增长较为

缓慢。长春、吉林两地距离约 100 公

里，“长吉一体”共同谋划建设汽车产业

项目，旨在扩大长春优势产业集群覆盖

范围，拉动吉林市经济加速。

在东北地区，长春市近年来发展势

头较为强劲。

红旗品牌汽车产量从 2017 年到

2021 年 5 年增长 60 倍，长春工业稳增

长和转型升级成效3 次获国务院通报

表扬。突出战略引领，长春明确现代化

都市圈总体定位。形成以《长春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主体的战略

规划体系，汽车等支柱产业高端化、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农产品加工

等传统产业品牌化。

“汽车城”长春的汽车产业，成为吉

林省内地市州协同发展的首支引擎。

四平市是我国传统工业城市，“三机两

车”曾驰名全国，是“中国换热器之乡”，

近年来致力于工业转型升级。在四平

—长春共建汽车产业园内，部分入驻企

业已经开始生产。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园区总规划面积 60 万平方米，总投资

30.1亿元，以汽车零部件加工和专用车

改装项目为主导产业。

“为中国一汽配套零部件的企业许

多位于江浙沪一带，在我国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预计有更多发达地区零部件企

业向吉林省转移，这对于四平经济发展

而言是大好契机。”四平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郭殿海说。

按照“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双协同”部署，长春与吉林市、四平市

还将继续协同深化产业发展和基础设

施建设，以此提升吉林省中部城市群整

体实力。吉林省还计划通过“双通道”

“双基地”等规划，扩充完善交通网络，

统筹布局经济要素，让吉林省内城市间

“一体化”协同发展更为便利。

产业“大合唱”：以现代化产
业体系培育发展新动能

冬日的东北清晨，呵气成冰。早上

7 点，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转向架制造中心焊接产线组工人王善更

已经在检查生产线上的焊接设备，开过

早会，他就开始焊接实验片。2000度的

高温下，焊枪发出刺眼的弧光；头戴防护

帽，王善更的额头很快渗出汗珠。

“这是我们正在研发的轻量化、高

强度新材料高铁转向架，重量是传统材

质的60%，强度却是两倍多。”王善更对

记者说。设计生产了“复兴号”、京张高

铁智能动车组的中车长客公司，是吉林

省工业制造的“金名片”。以往，中车的

高端制造优势在吉林省内都集中在长

春，如今这一优势正随着“一主六双”战

略扩大，重塑工业空间布局，重塑产业

经济地理。

汽车、石化、食品、医药……吉林省

内各个城市主导产业不尽相同，经济发

展路径各异，产业布局较为分散，产业

要素难以集中。根据“一主六双”战略，

吉林省集中力量规划建设“双廊”“双

线”“双带”，围绕高质量发展调整全省

产业布局，构建汽车、农产品加工、石

化、医药、旅游等多个产业协同载体，让

原本“各自为政”的地区优势产业协同

提升，构建现代产业格局，提升全产业

链水平。

抢抓“双碳”时代机遇、加快绿色低

碳发展，今年初，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了

100 天的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项

目全面启动。这一项目是吉林省环长

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一二期总占地面积80万平方

米，分为产业项目和风光资源开发两大

板块。智能化、数字化、低碳化新能源

装备产业园将布局整机、叶片、塔筒、发

电机、储能设备、电气设备、智能运维等

产业，全部建成后可为东北地区风电产

业提供设备保障。

传统产业新能源化，新能源产业更

在吉林省级层面进行全域统筹。按照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把握创新发展和能源安全

主动权，吉林省统筹谋划建设西部国家

级清洁能源基地，将风、光等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

白城市位于科尔沁草原东部，风

能、光能资源丰富，积极利用风能、光能

等清洁能源进行电解水制氢，在产业应

用等方面进行探索。根据“氢动吉林”

中长期发展规划，吉林省计划把氢能产

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能源结构调整的

重要举措，加强技术研发，提升装备制

造水平，在东北区域打造“哈尔滨—长

春—大连”氢能走廊。

而在吉林市，11月18日，吉林化纤

12000 吨碳纤维复材项目1#碳化线一

次开车成功。“12000 吨碳纤维复材项

目产品主要应用在风电、光伏等绿色新

能源、汽车轻量化和建筑补强等领域。”

吉林化纤集团 12000 吨碳纤维项目负

责人徐延生说。

截至目前，吉林市拥有吉林化纤、

吉林碳谷等25户碳纤维生产企业，下一

步将围绕“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聚焦新能源汽车、风光发电、航空航天、

压力容器、氢能利用等重点领域，建设以

吉林化纤为主力军的碳纤维产业集群。

制造业优势重构的同时，以往分散

的旅游业等“无烟产业”也在全省层面得

到统筹谋划。吉林省做精长通白延吉长

避暑休闲冰雪旅游大环线，打造长松大

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坚持

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查干湖是我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以

冬捕闻名全国。隆冬时节，冰面温度低

至零下 20℃，渔民们热火朝天地从湖

水中拉出一网网鲜鱼。上岸的鱼儿迅

速冰冻，再经分拣、包装，销往全国各

地。冬捕时节，游客们早就预订了房

间，在冰面上看完冬捕，再坐到火炕上

吃鱼。

吃饱喝足，再到松花湖、长白山赏

冰玩雪。目前，吉林省内各大滑雪场已

经开板。2021-2022雪季，国家级滑雪

旅游度假地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场、

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滑雪场接待游

客人次同比增长分别达到了 72%、

351%。

端上度假区餐桌的，必然是吉林大

米。吉林启动中西部粮食安全产业带

建设，2021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807.84

亿斤，比上年增加47.24亿斤，净增量居

全国第二位。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重任，吉林正向年产 1000 亿斤粮

食的新目标全力以赴。

创新“变奏曲”：全力推动老
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目前，经济结构偏重、产品科技含

量不高，物流交通不便、对外交往不足

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吉林等省份加速

转型升级。

为此，吉林省在“一主六双”规划中

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突出创

新驱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要素保障。

着力建设国家级创新创业基地和国家级

清洁能源基地，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

撑，并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同时，积极畅

通国内国际联通渠道，打通区域经济协

同的空间关节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11 月中旬，长春高新生物医药产

业园超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化项目一

期生产系统主体建设已经进入尾声。

这一项目由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6.9亿元，占地

面积6.81万平方米，主要生产可吸收界

面螺钉、聚乳酸面部填充剂、聚醚醚酮

界面螺钉、带袢钛板、金属带线锚钉等

产品。“项目全部建成后，未来5年可实

现产值超百亿元，将对我国生物医用材

料和医疗器械行业起到积极的助推作

用。”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董事庄秀丽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长春科教资源比较富

集，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势头较为迅猛。

2021年10月，长春作为全国78个创新

型城市中3个代表之一，参加国家“十

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把创新作为发展内生动力的主要

生成点，长春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创新中

心，在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上，力争从“跟

跑”向“并跑”“领跑”转变。2022 年 4

月，长春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作为长春市的创新龙头区域，长春

新区成立以来，集聚各类国家级研发机

构55个、全国重点实验室5家，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到740户，“专精特新”企业

322 户。东北地区首家独角兽企业长

光卫星也位于长春新区。

11 月 16 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用谷神星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

将“吉林一号”高分 03D08 星、高分

03D51-54 星等 5 颗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长光卫星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

卫星在轨数量达到75颗。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产品需要好通

道才能运抵用户手中。吉林省谋划以

白松长通至辽宁（丹东港、营口港、大连

港）大通道、长吉珲大通道为“人字形”

通道布局，内联外扩、通江达海，促进吉

林与东北亚区域相连、与欧洲连通，与

环渤海、京津冀对接。

“主要想法是以高速铁路、机场、高

速公路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基础设施建

设为重点，加快构建大通道、大网络、大

枢纽，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交

通运输网，作为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纽

带。”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李东

起说。

中欧班列已经在加速中国内陆省

份吉林与欧洲腹地的联通。11 月 17

日，中欧班列“长满欧”从长春兴隆铁路

口岸发车，载着5辆油电混合丰田品牌

汽车，经满洲里出境发往俄罗斯。运营

这一线路的长春国际陆港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玥介绍，中欧班列（长满欧）

由长春始发，途经俄罗斯西伯利亚、白

俄罗斯布列斯特、波兰华沙、德国纽伦

堡等地，比海运节省20多天。

横跨欧亚的创新连接也更为紧

密。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市，奥迪一汽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于11月21日实现暖

封闭，比原计划的任务节点提前了一个

月；在欧洲腹地的慕尼黑，吉林通用机

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欧洲研发中心

的员工正在加紧开发奥迪新能源汽车

项目的铝制前后转向节、铝摆臂产品。

以无形的科技力量激发产业内生动

力，以有形的通道建设打通联通关键节

点……吉林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正通过

创新升级，以研发和产品联通欧洲和国

内，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持续发力。

（转自2022年12月6日《经济参
考报》）

（上接一版）自古以来，中国和沙特相互

欣赏、友好往来。先知穆罕默德曾说：

“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700

年前，中国元代汪大渊曾到达麦加，描

绘麦加“风景融合，四时之春，田沃稻

饶，居民乐业”，他的《岛夷志略》成为中

国了解古代沙特的重要文献。600 年

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多次远航到达

吉达、麦地那等地，传播友好、增进交

流，至今为人们乐道。过去几年，中沙

联合开展塞林港遗址考古，出土的大量

中国宋代、元代瓷器诉说着两国友好的

过往。

二、团结合作，构建面向新时
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拉伯世界是发展中国家重要成

员，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阿拉伯人民崇尚独立自主，反对外部干

涉，不畏强权霸道，是追求进步的人

民。阿拉伯国家资源禀赋多元，产业特

色鲜明，建设成就斐然，是极具潜力的

国家。阿拉伯文明倡导中道平和，鼓励

包容互鉴，反对文明冲突，是底蕴深厚

的文明。在世界政治、经济、文明版图

中，阿拉伯国家占据重要地位。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同阿拉

伯国家陆续建交，双方相互理解、相互

尊重、守望相助、风雨同舟，成为平等相

待的好朋友、互惠互利的好伙伴、同甘

共苦的好兄弟。进入 21 世纪，中阿关

系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砥砺前进，政治互

信、经济互利、文明互鉴的广度和深度

实现历史性跨越。

过去10年，中阿关系进入新时代，

各领域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突破性成

就。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集体建立全面

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

关系，同 12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同 20 个

阿拉伯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17个阿拉伯国家支持全球发展

倡议，15个阿拉伯国家成为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国，14 个阿拉伯国

家参与《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

阿拉伯国家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中国支持

阿拉伯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

整，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对阿拉伯国

家的坚定支持始终如一、从未缺席。

双方合作建设的阿尔及利亚嘉玛大

清真寺、卡塔尔卢塞尔球场、科威特

中央银行新总部大楼、苏丹麦洛维大

坝、罗赛雷斯大坝加高、上阿特巴拉

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成为中阿友好

地标。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开设 20 所

孔子学院、2个孔子课堂，中国40多所

高校开设阿拉伯语专业，为中阿友好

源源不断培养新生力量。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中阿同舟共济，相互支

援，在疫苗研究和使用、联防联控、经

验共享、医疗药品等方面开展高效合

作，树立了团结抗疫的典范。在中阿

合作论坛框架内，双方先后建立 17 项

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

内涵，有力促进了中阿关系全面蓬勃

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样

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面临实现民

族振兴、加快国家发展的历史任务。

新形势下，中国将同阿拉伯国家传承

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

阿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同阿拉伯国

家继续高举不干涉内政旗帜，坚定支

持对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继续合作共建“一带一

路”，不断扩大粮食、能源、投融资、医疗

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

次的互利共赢。继续携手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给变乱交织的地

区注入更多稳定性，为和平与发展事业

增添更多正能量。继续共同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促进人民相知

相亲，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

三、携手共进，建立中海战略
伙伴关系

海湾合作委员会一体化进程成效

显著，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组织之

一。海合会国家区位优势突出，是联通

亚非欧的地缘枢纽；能源资源富集，石

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球的 30％、

20％，是世界经济的能源宝库；锐意开

拓、敢为人先，是发展高新产业的沃

土。40多年来，海合会致力于建设“一

个市场、一个经济体、一个金融体系”，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

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同海合会国家关系

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范围

广、程度深、成果实。过去10年，中海

关系更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中国保

持海合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石

化产品出口国地位。2021 年，双方贸

易额突破 2300 亿美元，中国从海合会

国家进口原油突破2 亿吨大关。双方

产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等传统

合作广泛深入，5G通信、新能源、航天、

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合作方兴未艾，“智

造”新名片、产业新图景展现出中海发

展新气象。

面向未来，中国将以建立并加强中

海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同海合会国家

巩固传统友好，深化互信，继续坚定支

持海合会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安全、稳

定，继续支持海方加快一体化建设、实

现多元化发展。中国将同海方一道，打

造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新格局，加快推

动金融投资合作新发展，培育人文合作

新亮点，拓展创新合作新领域，深化中

海利益融合。

四、再接再厉，推动中沙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再创新高

沙特是全球重要能源输出国和二

十国集团成员。作为战略伙伴和真诚

朋友，中方高兴地看到，沙特人民在萨

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领导下，朝着

实现“2030愿景”奋力前进，经济、社会

多元化改革取得积极成效，“绿色中

东”、“绿色沙特”等重大发展倡议备受

关注，沙特在全球政治、经济、能源等领

域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我们为好朋

友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中沙建交以来，双边关系蓬勃发

展，过去 10 年中沙合作更是阔步前

行。双方尊重彼此主权和发展道路，尊

重彼此历史和文化传统，支持彼此维护

国家安全和稳定，开展紧密战略协作。

务实合作迅猛发展。从延布炼厂到古

雷乙烯石化项目，从吉赞产业聚集区到

红海公用基础设施项目，从5G通信到

合作探月，重大项目接连上马。人文交

流不断扩大，沙特4所大学开设中文专

业，8所中小学开设中文选修课。中沙

合拍的首部电视动画《孔小西和哈基

姆》广受小朋友喜爱，播撒中沙友好的

种子。

中方将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同沙特

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始终不渝相互

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倡导独立自主，携

手反对外部干涉。加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对接，推动

各领域务实合作走深走实，深化两国利

益融通、民心相通。加强在联合国、二

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

协作，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维

护中东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发展繁荣作

出更大贡献。

今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方向前进。中国是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将始

终不渝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

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同阿拉

伯兄弟一道，传承历史友好，共创美好

未来！

吉林“一主六双”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上接一版）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表示，今年以来，各民主

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就构建

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统

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问题开

展调查研究，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专项民主监督等工作，以直通车

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53 件，为中共中

央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习近

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

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 3 点希望。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

神，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

忘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二是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

明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围

绕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有效扩

大内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激发微观经营主体活力等重大问

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有分量的意

见建议。三是以换届为契机深入做

好政治交接，认真组织好换届工作，

顺利实现人事更替，进一步夯实多

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和组织

基础，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根基永固、

薪火相传。

石泰峰、刘鹤、孙春兰、何立峰、

王勇、肖捷，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

晓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锋、黄荣、窦

晓玉等。

（上接一版）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

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学习、把握、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机制。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

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

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要统筹做

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和煤电油气运

保障供应，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保障

农民工工资发放，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

防灾减灾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

剑，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

面巩固，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

候。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

清醒和坚定，时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

坚韧和执着，进一步增强坚定不移全面

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把严的基调、严

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新时

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纪检监

察机关要始终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忠实

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决贯彻

党的自我革命战略部署和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方针，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动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锻造纪检监察

铁军，深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以强有力

政治监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

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固中央八项规定

堤坝，对享乐奢靡之风露头就打，对顶

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坚决防反弹回

潮、防隐形变异、防疲劳厌战，重点纠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工作中层层

加码、麻痹松懈、任性用权、不担当不作

为等问题，科学精准靶向整治。要把纪

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把严的要求

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

全过程，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

部醒悟、知止。要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

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把党的

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

作为重中之重，深挖细查、严惩不贷，重

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

败案件，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

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

边的“蝇贪”，进一步铲除腐败滋生土

壤。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好发

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增强对“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工作情况和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1月9日至11日召开

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分 析 研 究 2023 年 经 济 工 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上接一版）全力以赴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奋力谱写珲

春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章，确保

党的二十大精神在示范区落地生根。

要做好结合文章，深入开展“四下企

业”等服务活动，通过走访调研发现

企业发展“痛点”，分析企业发展“难

点”，帮助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保障

企业稳定发展。要全力推动项目建

设，推动现代物流集散中心、冷链物

流基地、功能食品产业园等续建项目

明年投入使用。对明年拟新开工的铁

路国际物流园、东北亚生鲜海产基

地、中药材产业园、保税物流分拨中

心、集装箱物流产业园等项目，要做

好领导包保，做到一项目一专班，倒

排工期、跟踪服务，争取早开工、早建

成、早投产。对谋划建设的汽车配件

及再制造基地、海洋生物保健医药产

业园、食品加工产业园、清洁能源储

备基地等项目，要贴紧跟进，力争项

目早落地。要抢抓机遇、抓紧时间走

出去招商，依托平台招大引强，紧盯

中石化、中农发、首农、国药等央企、

国企，力争明年再对接 3-5 户。要围

绕园区招商，按园区功能定位精准对

接，开展产业链招商，形成产业链集

群，争取建成一个招满一个。要开展

以商招商，立足服务好现有企业，让企

业帮助牵线搭桥招引上下游产业链企

业。要依托专项债招商，围绕示范区东

北亚生鲜海产基地、海洋生物保健医

药产业园、进口粮食食品产业园等 14

个谋划包装的专项债项目，招引大型

国有企业、上市企业，以及发展较好的

本土企业入驻运营，实现专项债使用

和项目落地双赢。要围绕政策招商，

深耕综保区“21 条”、互贸区“国 10

条”，以及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

试点等政策平台优势，吸引更多企业

入驻珲春，充分释放政策红利，盘活做

优平台经济。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珲春市领导赵增峰、张守志、尹京

彬、李世春、陈铁、朴珍舜参加会议。

珲春示范区召开2022年第十三次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