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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稳止跌见真举措 强势回升显新动能
——2022年全省工业经济稳增长情况扫描

工业是我省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对于稳住全省经济大盘具有
重要意义。2022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率先在工业领域开展工业
稳增长百日攻坚行动，狠抓国家和
省支持企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全
力打好全年工业经济攻坚战。

防疫情复生产
企稳止跌收获成效

2022年3月份，突如其来的疫
情对我省工业领域的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了较大冲击和影响，不少工
业企业陷入停工停产局面，物流运
输面临堵点难题。为及时解决工
业企业原料断供、运输受阻、停工
停产等突发情况，我省迅速协调防
疫物资，全力协调原料供应和产品
运输，保障了一汽、吉林石化、吉林
化纤等重点企业稳定生产。

汽车产业是我省工业经济发
展的强劲引擎，汽车产业恢复得
好，我省工业经济企稳回升就有坚
实基础。疫情期间，为保障汽车产
业平稳有序运行，我省建立了以省
级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企
业为主体的普遍服务企业制度，全
力保障企业物流畅通，将重点工业
原辅料、产成品等纳入优先通行保
障范围，及时为企业发放省内及跨

省生产物资通行证。
围绕一汽集团复工复产，我省

专门组建了服务一汽专班，全力推
动解决一汽及配套企业复产人员
返岗、物流运输和生产要素保障等
突出问题，协调省内汽车零部件生
产企业和省外139户供应商稳产
保供。2022年4月11日，一汽集团
率先复工，仅5天后就实现了全面
复产目标。

5月9日，全省服务企业大会
的召开吹响了全省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稳产满产的冲锋号。结合“协
企抗疫防疫、帮企纾困解难、助企
复工复产”大会主题，我省积极开
展“服务企业月”活动，围绕疫情防
控、交通物流、物资保障、要素保
障、安全生产、产业链协同等内容
开展专项服务。全省各工信部门
深入了解工业企业急难愁盼事项，

“一企一策”制定解决方案，定向精
准清除问题，采取不同形式打出服
务企业“组合拳”。

我省工业经济在5月份实现企
稳止跌，全省重点工业企业全面复
产，当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生产总
体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

抢进度补损失
工业增速持续加快

为保障工业经济稳增长，我省
出台了企业连续生产奖补政策，对
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省级专项资
金奖补支持，力求加快实现稳产达
产，尽快补回损失，全方位鼓励企
业假期不停工不停产。

2022年5月以来，我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负转正，6月
份保持持续上涨。6月28日，奥迪
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在长春正式
开工，这是我省举全省之力支持一
汽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项目的开
工标志着我省汽车产业在新能源
领域开拓出了崭新生态体系，也为
我省工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新动
能。

7月23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吉林、视察一汽两周年之际，我
省隆重举办中国汽车创新大会暨
吉林省汽车产业创新日活动，聚焦
打造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件万亿
级大产业，抢抓汽车产业消费升
级、技术变革、业态转型机遇，顺应
汽车产业“新四化”变革，构建产业
协同发展新格局。

电煤稳定供应是工业经济发
展的能源基础，2022年我省全力
保障电煤供应，组织签订省内省外
年度长协，开展冬煤夏储，推动发
电公司与储煤基地签订应急保障
协议，督促市州落实电煤储备，部
署储煤基地增加储备。前三季度，
我省四大发电公司电煤库存516.7
万吨，同比增加近260万吨，11家
省级储煤基地存煤219万吨，省级
电煤总库存735.7万吨。

8月份，我省工业经济稳步恢
复态势持续向好，工业增速持续加
快。当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27.2%，比7月份提升
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居
全国各省区市第1位。8月份，全
省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63.2%，增
速比7月份提高34.8%，对当月全

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
到72.4%，拉动全省工业当月增长
19.7%。

在全省工业经济于5月份实现
企稳止跌后，6、7、8、9月连续4个月
保持高速增长，前三季度，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上半年提高9
个百分点,其中7月增速居全国第2
位，8月增速全国第1位、9月增速全
国第4位，全省工业在下半年呈现
出了极为强劲的恢复、回升态势。

特别是我省汽车产业，前三季
度整车产量同比增长0.2%，增速
由负转正，其中红旗品牌产量超过
20万辆，6月份以来全省汽车产业
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势头。

保重点提产能
企业活力蓬勃生发

针对重点企业稳增长目标，我
省用服务、用政策着力引导企业开
足马力稳产满产，推动企业退税减
税降费、社保费“降返缓补”、金融
信贷等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应享尽
享。2022年前三季度，吉林石化、
吉林油田、吉林化纤、省电力等百
亿级企业保持高速增长，全省500
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速实现由负转
正，其中三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21.4%。

进入10月份以来，全省工业
战线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由省工信
厅牵头制定了“十一”假期不停工
不停产支持保障措施，鼓励企业利
用国庆假期全力生产，推动工业企
业加快稳产增产，全力稳定工业经
济运行。国庆假期，全省六成以上

规上工业企业，其中包括500户重
点企业中的414户企业实现连续
生产，对稳定10月份全省工业运
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月份，我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9.2%，居全国第5位。
汽车产业延续前三季度高速恢复
势头，1-10月我省整车产量同比
增长0.8%，红旗品牌产量超过24
万辆，10月份汽车产业产值同比
增长7.9%。

为保障汽车产业核“芯”安全，
我省全力支持推动中国一汽集团
围绕主力车型建立芯片安全库存，
同时发挥省部联动、省际协同机制
协调省外资源，及时应对供应链断
供风险，确保芯片及核心零部件稳
定供应。

11月1日，“吉林省企业家日”
大会召开，会上，中国一汽集团、吉
林化纤集团等多家重点工业企业
代表发言，为我省进一步激发工业
经济增长潜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注入了强大工业动力。

12月20日，吉林省奥迪一汽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招商大会在长
春举行，240家企业齐聚一堂，24
个招商引资项目在这一天集中签
约落地，为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拓展了新赛道、新机遇。

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我
省工业战线正昂首挺胸、扬鞭奋
蹄，全面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
力争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主心
骨”“稳定剂”，为推动吉林全面振
兴取得新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吉林日报记者 何泽溟

振兴发展 奋斗在“吉”

稳经济·促增长

龙头引领产业兴
——通榆县打造“五位一体”肉牛养殖模式记事

数九寒冬，吉林大地银装素
裹，景色如画。

在位于通榆县的吉林省吉牛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屠宰项目建设
现场，机器轰鸣，车辆往来穿梭，一
派繁忙景象。

这个由吉林省吉运农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谋划启动，总投资5.8
亿元，单班设计屠宰产能20万头，
预计年产值可达104亿元的肉牛
屠宰加工项目，是为了适应全县肉
牛产业高质量发展而建设的。

作为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吉
运公司借助我省“秸秆变肉”暨千
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有利契机，结
合通榆县实际，率先作出了以“政

府搭台+企业引
领＋金融助力＋
保险兜底＋农户

（村集体）”参与的“五位一体”养殖
新模式大力发展肉牛产业的科学
决策,并在“五位一体”模式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搭台，建设养殖园区，推
动肉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成立
由县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县长担任
副组长，各乡镇党委书记为成员的
肉牛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利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产业整合资金投
入4.7亿元，规划建设10个标准化
肉牛养殖园区，每个园区可容纳肉
牛2000头。每个园区占地面积不
低于12万平方米，建设产牛舍、孕
牛舍、母牛舍及精料库、检验检疫
等配套设施，同步配套500公顷草

原，实现种养结合、以养促种。
企业引领，实现供种、管护、犊

牛回购闭环运行。吉运公司在自
愿基础上筛选一批征信良好、有养
殖经验的农户，统一签订养殖合
同，公司统一为养殖户提供优质纯
种安格斯基础母牛，一般带孕2-4
月龄，价格为24500元/头，饲养6-
8个月后产犊。公司统一提供配送
全混合发酵日粮饲料，为养殖户提
供牛只防疫、疾病治疗等快捷技术
服务，保障基础母牛及犊牛品质标
准。依据合同规定，前3年养殖户
的基础母牛繁殖的犊牛长至260
公斤，由公司统一回购。

金融助力，提供活牛抵押贷
款及“红本贷”。吉运公司与中国
建设银行合作开发了“裕农吉牛
贷”金融产品，与吉林银行白城分

行合作开发了“吉牛贷”金融产
品，以农户饲养牛只为抵押物、以
养殖保险为兜底的活牛抵押贷
款；对于养殖数量低于10头的养
殖户，由担保机构吉林省农村金
融综合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通榆分
公司提供最高15万元的养殖“红
本贷”。

保险兜底，组合式保险兜住风
险底线。政策性保险。由人保财
险通榆支公司按照国家投保政策
为牛只保险，保额1.5万元/头，保
费500元/头，其中由农户承担
20%，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县级
财政分别承担30%、45%、5%。商
业保险。由人保财险通榆支公司
为吉运公司开通绿色通道，补充商
业性保险，保额0.5万元/头，保费
160元/头，由养殖户承担。两项

保险叠加保额2万元/头，覆盖基础
母牛总价格的82%。

农户（村集体）参与，自愿选择
养殖模式。养殖户及合作社可自
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养或放养
养殖模式，牧业园区可选择自行标
准化养殖或托管养殖，每头牛每年
收益6000-8000元。

在通榆县委、县政府发展壮大
肉牛产业的部署下，通过“五位一
体”养殖新模式，2021年襄平肉牛
养殖园区成功投放了1000头基础
母牛，现成活率95%以上，2022年
7月进行犊牛回收，共带动10个村
收入约700万元，效果显著，真正
实现了以整村推进的形式带动周
边农户及合作社参与肉牛养殖，增
加就业，让农户迅速富起来。

吉林日报记者 王伟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坚定信心决心 奋力冲刺攻坚
——我省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走笔

眼下的吉林，寒风凛凛，但各
地项目建设依旧十分火热。

入冬以来，省内重点项目建设
热度不减。各重点项目施工单位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克服寒冷天气
带来的不利影响，抢工期、保进度，
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为高质
量发展积蓄动能。

不久前，在长春市地铁6号线
华庆路站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
张有序地进行主体施工。为有效

开展冬季施工，长春市轨道
交通集团采取暖棚蓄热法，
保证施工质量。

“地铁6号线华庆路站是换乘
站，建成后与地铁1号线成T字换
乘，目前车站主体已经完成80%，
明挖区间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
工。”长春地铁6号线03标段3工区
生产经理于生锦告诉记者，按照冬
期施工方案，为工人们发放了棉衣
棉裤、棉手套等御寒物资，采取暖
棚蓄热法保证施工质量，对于浇筑
完成的主体结构搭设保温棚，在棚
内进行加热升温。

记者还了解到，在工程建设
中，省、市两级政府给予了大力支
持和帮助。前期手续方面，相关部
门高位统筹调度，高速推进包括立
项、土地、规划、开工等前期手续的
办理；征收方面，成立征收专班，专
门解决征收难题，使工程建设全面
开花成为了现实；资金方面，轨道
交通建设资金如期到位，有力地保
障了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我省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
出“以项目建设为牵引，带动经济
发展的各个方面”。为此，省发展

改革委等20个部门联合办公，引导
商业银行为项目提供配套融资，并
在全省95个项目中心建立“项目问
题直通车”制度，积极解决各项问
题，拖动全省项目建设有序开展。

2022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
以及相关部门、施工单位的全力推
动下，我省落地了奥迪一汽新能源
汽车、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120
万吨/年乙烯装置建设、国家碳纤
维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吉林化纤6
万吨碳纤维、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
产业园、“山水蓄能三峡”工程、大
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

项目等一批大项目。
数据显示，2022年1-10月份，

全省项目投资（不含房地产）增长
12.5%。从三次产业看，一产增长
66.5%，占全部投资的3.4%；二产
增长13.1%，占全部投资的26.4%，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12.4%；三产增
长 - 12.3% ，占 全 部 投 资 的
70.2%。从投资主体看，国有投资
增 长 18.8% ，外 商 投 资 增 长
31.1%。从重点行业看，制造业增
长4.1%，基础设施增长6.1%。

吉林日报记者 杨悦 实习生
于青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