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2014年10月13日 星期一走过30年

振 翅 起 飞
—吉林经开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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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经开区碳谷公司碳纤维原丝生产线吉林经开区碳谷公司碳纤维原丝生产线。。 刘剑锋刘剑锋 摄摄

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前左一） 到吉林
经开区众鑫化工调研。 李景亨 摄

吉林省代省长蒋超良 （左一） 到吉林经
开区康乃尔集团指导工作。

历史又一次选择了白山黑水。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脚 步 走 进

2014 年，从辽宁考察归来不久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一份
来自东北的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
批示，必须进一步加快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

重振东北经济的战鼓，再一
次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大地擂
响！

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工作会议，强调要采取有效

措施，促进东北经济稳定增长之
时，当 《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
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
见》 正式颁布之刻，在东北经济
下行的困扰中，地处长白山下、
松花江畔的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却传出一组逆势上扬的数字：地
区生产总值 2014 年上半年同比增
长 9.6%，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
长 11.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6.3%。从 2009 年到 2013 年，吉
林经开区地区总产值从 53 亿元增
长到113亿元；规模工业总产值从

160.7 亿元增长工到 380 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从 1.1 亿元增长到 5.1
亿元。这条来自中国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上升曲线，牵动着世人的
目光。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进
步，百姓富裕安康，党旗高高飘
扬。不辱使命，埋头苦干，握沙
成团，率先发展……

五年磨一剑。砥砺前行中的
国家级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在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践中，究
竟闯出了一条怎样的成功之路？

异军突起：
率先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思路决定出路。
吉林经开区的出路在哪里？资金短缺，项目难觅，结

构单一，队伍涣散，内在功能生长乏力，外在形象模糊不
清的现状，让五年前刚刚由市里调任吉林经开区管委会主
任的郑国学寝食难安。

要走出困境，必先拓清思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在改革中破解难题，在创新中谋求发展，不跑偏，不走
神，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耐得住寂寞；凝心聚力搞
工业集聚区建设，注重发展速度，更注重发展质量，以壮
士断腕之勇气杀开一条血路。不辱使命、不言困难、不留
退路。这便是思想前瞻，作风务实，颇具开拓锐气的郑国
学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

善于思考的郑国学深知，东北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
的土地，是一片蕴藏着巨大能量和勃勃生机的龙兴之地。
曾经作为新中国工业的长子，为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奠定
了可贵的工业基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体制、
机制等多种原因，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全面融入市场经济过
程中开始面临重重障碍。主要表现为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
衰退、国有企业装备水平落后、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
下岗失业问题突出等。在郑国学看来，开发区是改革开放
的产物，是振兴中国工业经济的主阵地，因此，一定要将
开发区的命运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命运紧密相连，大
胆探索，先行先试，破解难题，率先发展，在实践中为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战略，努力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

这是吉林经开区的开拓者们主动作为的坚定抉择！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打开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起飞的

突破口已迫在眉睫。
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非国有经济发展滞后，

区域经济活力不足。对经济学有着深入研究、洞察先机的
郑国学一上任就指出：让民企发挥产业链中的优势，变一
枝独秀为花团锦簇。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谁率先发展民营
经济，谁就取得率先振兴的活力。

出台促进民营经济30条，召开全区动员大会，重奖民营
企业家，成立民营企业协会，定期召开座谈会征求民营企业
意见，管委会领导一对一和民营企业家交朋友，挂牌保护，绿
色通道，对服务进行测评，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20个……
在吉林经开区管委会的鼎力推动下，一群颇具民营企业家基
因的弄潮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惊世奇迹。

著名民营女企业家宋治平创立的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落户吉林经开区，投资30亿元建成年产36万吨苯
胺、48万吨硝基苯、37万吨硝酸、12万吨液氨装置，短短
几年就以年销售收入50亿元，超越美国杜邦成为世界第一
大苯胺供应商。

由民营企业家朱建民率领的奥克“梦之队”，从年产值
销售 300 万元发展到 30 亿元，成为国内环氧乙烷衍生精细
化工新材料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吉林奥克新材料公司在吉
林经开区创造了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的新奇迹……

全国创业之星卢银存率领他的博大生化有限公司，落
户素有“世界三大玉米黄金带”之美誉的北国江城吉林
市，投资近 10 亿元，充分利用吉林经开区绿色资源优势，
建成年处理 60 万吨玉米，一期产品为 20 万吨/年乙醇，15
万吨/年无水乙醇，18 万吨/年 DDGS 高蛋白饲料生产线，
年产值达到13亿元！

预计到2014年末，吉林经开区民营经济企业将突破550
户以上，全区规模工业企业数量达到80户，其中民营经济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占 96%，民营经济在各产业中呈现
出龙头带动、集群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

吉林经开区民营企业集群成为了一支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生力军。吉林经开区的探索表明，东北经济振兴，首
先要增强造血功能与内生动力。

民营经济，已成为吉林经开区振翅起飞的动力之源！

东北要振兴，国企要先行。宋德武上任吉林化纤
集团董事长时，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沉重与责任。

已经有50年历史的老国企，船身老旧，船员爆满，
要在市场竞争的惊涛骇浪中掉头驶向风平浪静的“蓝
海”绝非易事。43岁的新船长宋德武，要跟随吉林经开
区这支充满活力的联合舰队劈波斩浪驶向胜利彼岸，
同样要付出超常智慧与艰苦努力。

朗朗神州，祚传千载；漫漫丝路，泽遗百代。吉纤
人以做大腈纶，做精粘胶，做强原料基地，做优竹碳产
业为已任，以建设全国最大的腈纶化纤，碳纤维原丝、
竹纤维生产基地为起点，引进新元素，寻求大合作，开
发新思路……

宋德武高扬全面深化改革之剑，夯实传统，加快升
级转型；整合优化，提高效率，内拓外联、双轮驱动；产
权、产业、产品结构得到有效调整，资本、资产、资金得到
有力运作，工作效率、管理效率、经营效率、产销率、毛利
率、新产品贡献率不断提高；坚持传统产品优质化做高，
规模化产品差别化做宽，新产品产业链一体化做长。

蝶变崛起的老国企究竟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应运
而生的“天竹”竹纤维被誉为“21世纪健康纤维”、纺织界

“第五元素”，引领了纺织行业的一次绿色革命；对标国
际，高水准扩张，一批技术改造生产线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截至2014年8月，实现工业总产值351333万元，同比
增长14.3%，销售收入372977万元，同比增长11.5%。

古有丝绸连四海，今有吉纤通五洲。新时期的丝

绸之路，是中国大纺织产业追求的强盛之路，是中华民
族国有纺织走向世界的辉煌之路！

吉林经开区为实现区内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他
们积极帮助企业争取扶持政策，搭建创新平台，百名干
部包保百户企业，推进产业转型，成为国企实现产业革
命蝶变崛起的有力推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改革再次扬帆起航，“抓落
实”、“抓到位”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关键词”。

以郑国学为班长的吉林经开区的班子成员们，时
刻不忘总书记的教诲。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讲话
言犹在耳，他们用“握沙成团”精神把看似干不成的事情
干成，用“狼”的精神战胜困难，以“鹰”的精神战胜自
我。一切创新成果皆缘于他们的坚定意志与使命担当。

面向新世纪的吉林经开区，还将向世人展现怎样
的新传奇呢？吉林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郑国学和党工委
书记宋杰对经开区的未来充满信心，以“替代优先、创
新优先、载体优先、环境优先”为统领，围绕“空间再造、
产业再造、环境再造、公共服务再造”创建一流园区，在
目前已形成的精细化工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基础
上进一步强化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国际视野实现
工业集聚区向综合性现代新城区转变，全区经济发展水
平，人民生活质量、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显
著提升，将吉林经开区建设成为经济基础雄厚，产业集群
发展，城市功能完备，生态环境宜居的吉林市北部工业
新城核心区。一个工业总产值达6000亿元，培育20个

百亿企业，打造 2 个千亿级产业的吉林经开区将巍然
屹立在东北大地上。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吉
林市委、市政府都关注着松花江畔的这个改革创新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样本”，吉林经开区的热土
上留下了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代省长蒋超良、市委书记
张晓霈、市长赵静波等领导的足迹，上级党委始终是吉
林经开区改革探索的引领者。

改革再出发。惟其艰难，更显勇毅。
吉林经开区的振兴实践表明：只要主政者敢于突

破，勇于创新，发展民营经济增强内生动力，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带动产业升级，以科技创新促进企业转型，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焕发老国企青春，东北经济振兴的
愿景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应该是吉林经开区带给为东
北振兴奋起前行的人们最宝贵的启迪。

创造东北新优势，扬长吉图之帆，振东北亚之气，
吉林经开区必将成为创造东北经济增长极、践行“中国
梦”的一支劲旅。中国东北，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航母
上的又一个“新引擎”。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3年的报道中说，
现在，人们关心的是能否将宏伟的改革蓝图变为现实
并取得成果。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中国的改革幅
度和力度“超预期”，“让国内外大吃一惊”。

世界，终将听到来自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图
强铿锵有力震动天宇的脚步声……

转型发展：率先拉动国有企业蝶变崛起

有这样一组数字，似乎能够彰显吉林经开区创新
驱动率先健全科技先导体系所取得的成就：全区现有
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15 个，同时还有院士工作
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硕创业工作站。全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共获得专利授权113项，其中获得发明专
利授权 34 项，众鑫化工“羟乙基磺酸钠精制提纯”
等7项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永林化工“磷酸三乙
酯制备方法”等 23 项技术填补国内、省内空白。继
2013年被吉林省科技厅认定为“吉林省碳纤维及制品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后，2014年吉林经开区申报
的高新技术纤维 （碳纤维） 及差别化纤维产业园区又
被吉林省政府命名为第四批省级特色工业园区……

几年前，当吉林众鑫集团董事长崔永军要在吉林
经开区项目奠基时，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郑国学亲自上
京为其邀请行业领导及专家来吉参加奠基仪式并共谋
发展大计。而今，众鑫在其科技领军人物 2011 年意
大利“纳塔/哥白尼化学奖”获得者张汉卓率队努力

下，集团已拥有专业研发队伍，并与欧洲著名的研究
机构阿格斯合作，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化学研究中心，
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特种水泥添加剂研究中心。自
2010年以来企业科研立项 20项，有 18项实现科技成
果的转化，有3项成果获国家技术专利。先后有两项
专利“高纯度羟乙基磺酸纳”、“气相无溶剂无催化生
产异戊烯醇”已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建成工业化装置
并投产。后者由于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国家产业振兴
和技术改造专项资助。在科技创新引领下，众鑫要构
建特色鲜明、产品链条完整，建筑化学品、催化剂及
其它精细化学品三个系列产业集群，实现产值超百亿
元的发展目标。

“科技催生精品，品质成就正业”。吉林正业与中
国兽医药品监察所联合研制狂犬病纯化冻干灭活疫苗，
与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联合开发研制高致病性猪篮耳病活
疫苗等一批新产品，获得了可观的科技创新成果。

吉林经开区尽全力为区内企业引进高科技人才，

向上级科技主管部门积极申报立项高科技项目，为区
内高科技项目积极筹措科研经费……

在吉林经开区的推动下，2013年 5月 9日，吉林
碳纤维公共应用研发服务平台在吉林经开区开工建
设。平台由吉林经开区与东华大学、山东大学、长春
工业大学、吉林省纺织工业设计研究院等共同打造。
围绕碳纤维在新能源、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应用重
点打造五条碳纤维制品工程示范线，开展采用国产碳
纤维进行小试及中试研发工作，同时实现碳纤维产品
在本地区的检测。聚集、培养高技术产业的科研人
才、管理人才及技术人才，集产品展示、信息共享、
企业孵化，融资及综合服务于一体，打造“中国碳
谷”，实现科技与产业的最新融合……

吉林经开区创新驱动实践又一次证明，科技先导
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支撑。大项目、大开
发、大手笔、大前景，跳动着高科技脉搏的吉林经开
区又怎能不腾飞呢？

创新驱动：率先健全科技先导体系

产业升级：率先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格局
产业升级，成为吉林经开区率先奏响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格局最强音。
2009 年 10 月的一天，亲赴广东招商的郑国学手

提一个花篮前去为一位特殊客户祝寿，满怀真诚的不
速之客，让正在现场的这位特殊客户的妹妹袁妙玲大
为感动。后来人们才知晓，身为佛山南海北沙制药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袁妙玲是吉林经开区的招商对象。

正是因为吉林经开区的热情与真诚，才使得北沙
制药放弃准备落户天津滨海新区的决定而来到江城吉
林市。

北沙制药谱写了吉林经开区率先布局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新篇章，其主打产品维生素E目前全球只有六
家能够生产，南国维生素大王落户东北，对于打破维
生素E市场垄断，填补东北地区行业空白发挥了重要
作用。

在经开区“跑步式”、“保姆式”、“精准式”服务
下，北沙生物制药项目创造了“北沙速度”，2010年
7月立项，2012年10月试产，2013年实现创效，2014
年实现销售收入6亿元，力争三年达到销售收入30亿
元……

高性能聚酰亚胺作为 21 世纪最有希望的工程塑
料及解决尖端核心技术问题的“能手”，在航空航
天、电子、电工、机械、环保、新能源和包装行业
有着日益广泛的应用。西方工业国家为确保聚酰亚
胺相关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抑制我国相关产业发
展，长期对我国实施相关先进技术封锁和产品限
售，严重影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重大
工程建设。吉林经开区“中国聚酰亚胺产业基地”
项目的实施将会形成一个集研发、生产于一体，产
业集聚达万亿的产业集群，打造成国内重要的经济
增长极。

吉林高琦目前对聚酰亚胺材料及相关产品的研究
已形成系列化、产业化，并取得了包括美国及欧洲专
利在内的近 30 项专利，获得包括国家发明奖在内的
多项奖项，其技术成果或世界首创，或国内领先。在
吉林经开区的大力支持下，2009年7月吉林高琦氯代
苯酐项目试车成功；2010年5月聚酰亚胺项目试车成
功；2011年底二期五千吨聚酰亚胺项目投产，成品批
量供应市场……

做非转基因大豆深加工出身的鑫海实业掌门人蔡

洪海，拉开了吉林经开区现代服务业的大幕。在吉林
市政府和吉林经开区的积极推动下，鑫海集团积极参
与建设国家保税物流中心，以此推动当地现代服务业
快速增长。

目前，吉林经开区申报的省级新材料及生物制造
产业集聚区已获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2013
年吉林经开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164亿元，同
比增长 11.6%。占规模工业经济的比重达 56%，比
2009 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2013 年共新开工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 44项，2014年上半年 39项，新材料、生
物化工、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
按照“项目—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园区”
发展模式，加快形成若干产业链完善、规模效应明
显、特色鲜明的百亿产业园区。未来五年，全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将实现产值500亿元以上，占规模工业总
产值比重达50%以上。

吉林经开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践充分表明，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产业升
级，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必由之路。

号角吹响，战鼓催人，大潮涌动，风生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