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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吉林画卷
盛夏晴方好，绿意正葱茏。中

国一汽喜迎七十华诞，广大校友、
吉商欢聚一堂，长白山游客破百
万，动植物公园“西游季主题”火爆
出圈，《茶啊二中》口碑票房双丰收
……又逢生机勃勃的好时节，活力
新吉林的新变化依稀可见。

三年前的7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视察时，留下了“在走出一
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实现
新突破”的殷殷嘱托。

东风拂来，明灯指航。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依托“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白山松水日夜兼
程、千帆竞发。

繁忙的项目工地、纵横的交通
网络、火爆的各大景区、不断突破的
城市发展，我们脚下这片黑土地，每
天都在上演崭新的奋进故事。

高质量发展，看布局

仲夏时节，比天气更火热的，是
长春新区发展的热度。步入其中，
令人深切感受到，“药谷”“光谷”

“新材料产业基地”等产业“地标”
活力迸发。

这座正在拔节生长的高水平现
代化新区，是吉林加速发展的缩
影。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吉林
干部群众意气风发、脚步铿锵。

三年来，我省坚持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稳中提质，全面实施“一主
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瞄准“六新
产业”主攻方向、“四新设施”建设
重点，着力抓项目、促消费、稳外
贸，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加快
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
突破。

吉林发展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奔跑的步伐越来越矫健！

举全省之力支持一汽建设世界
一流企业、长春建设世界一流汽车
城，全省汽车产量稳居国内市场前
三强，赢得了习近平总书记“风景
这边独好”赞誉；

冰雪、避暑“两翼齐飞”，冰雪
产业强势发展，冰雪旅游市场占有
率稳居全国第一，长白山、查干湖
等生态旅游发展势头强劲；

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在东
北地区率先获批建设创新型省份；

中车长客、长春光华微电子等
5家企业跻身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示范企业，长光卫星、长春捷翼汽
车零部件公司上榜“独角兽”企业

榜单；
粮食生产能力稳步跨上800亿

斤台阶。率先启动“黑土粮仓”科
技会战，“梨树模式”等保护性耕作
面积居全国第一；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全球吉
商大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招商引资
到位资金保持两位数快速增长；

成功举办两届中国新电商大
会，网络零售额、农村网络零售额、
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连续3年保持高
速增长；
……

高质量发展，看产业

产业兴，则经济强；产业优，则
动能足。

三年来，我省围绕高质量发展
调整产业布局，构建汽车、农产品
加工、石化、医药等多个产业协同
载体，提升全产业链水平。

今年的7月，为“共和国汽车工
业长子”庆生的喜悦氛围遍布北国
春城，多份成绩单也为其七十华诞
增光添彩：中国一汽2023年品牌价
值位居国内汽车行业第一；1至5月
份出口同比增长153%；一汽弗迪新
能源动力电池项目即将交付使用；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
建设启动……

与此同时，作为优势产业碳纤
维及装备制造业发展迎来蓬勃发
力之势。吉林化纤实现碳纤维板
块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现已发展
成全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基地；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服务北
京冬奥的智能动车组等一大批高
铁列车创新成果在中车长客诞生。

在将优势做优、特色做特、强项
做强的基础上，我省还努力挖掘出
更多的增长潜力，培育出更大的发
展动力，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日渐势强的新能源产业是新兴
产业发展的代表之一。

风力发电机迎风旋转，光伏板
熠熠生辉。驾车行驶在吉林西部，
高速公路两侧闪过的独特“风景”
令人印象深刻。

吉林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和充
裕的土地资源。在标志性的“陆上
风光三峡工程”启动后，“山水蓄能
三峡”“氢动吉林”行动先后“登
场”——

截至6月末，全省风电装机达
到1594.72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
1189.16万千瓦，光伏容量405.56万
千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澄江似练、
翠峰如簇的吉林夏日风光吸引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长春航空展、中
国—东北亚博览会、中国长春电影
节依次上演“好戏”……

高质量发展，看项目

钢架巍然耸立，塔吊长臂挥舞，
工程车往返穿梭……炎炎夏日，吉
林大地上，项目建设火热依旧。

伴随着摊铺机、推土机、压路机
等机械设备的轰鸣声，日前，由中
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长太项目七
工区主线水稳摊铺近日顺利完成，
标志着七工区路面成功完成工序
转换。

进入项目施工“黄金期”，建设
者们一刻也不敢怠慢。

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长光卫
星航天信息产业园二期、长春新区
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示范园、联东
U谷·长春新兴产业科技园等长春
新区重点项目进度突飞猛进；新建
铁路吉林至珲春线枢纽西环线激
战正酣；长春地铁6号线全线实现

“三通”；全省首个生态导向的开发
（EOD）模式项目落地；各地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稳步推进……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生产
力。

三年来，我省紧紧抓住项目建
设这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牛鼻
子”“强引擎”，不断发力——

2021年10月，吉林省“陆上风
光三峡”工程建设全面启动；

2022年2月，中国石油吉林石
化公司转型升级项目、奥迪一汽新
能源汽车项目先后启动；同年7月，
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园产品
成功下线；

今年以来，吉林省汽车产业集
群“上台阶”工程系列项目、吉林化
纤系列碳纤维项目、吉林水网骨干
工程陆续开工；

一大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陆
续投产，产业增量进一步释放。

项目开工更加密集，消费拉动
更加强劲，创新创业更加活跃，动
能转换更加顺畅，粮食生产更加高
效，民生改善更加普惠……三年
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
列突破性、标志性、开创性成果。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
水。遵循总书记殷殷嘱托，“吉字
号”发展列车，正以奋发有为、一往
无前的昂扬姿态，驶进繁花似锦的
明天。 吉林日报记者 杨悦

7月份中国制造业PMI升至49.3％

神十五航天员乘组
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

新华社北京 7 月 31 日电（刘
艺 占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7月 31日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
面会。费俊龙、邓清明、张陆3名航
天员从太空返回57天后首次正式
公开亮相。

航天员乘组飞行正常返回后恢
复期主要分为隔离恢复、疗养恢
复、恢复观察三个阶段。截至目
前，神舟十五号乘组已完成前两个
阶段工作。

2022年 11月 29日，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随后与空间
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神舟十五号乘组同神舟十
四号乘组“太空会师”，中国空间站
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由此开始。

在轨驻留6个月时间，3名航天
员完成了4次出舱任务，刷新中国

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纪录，欢
度空间站建成后的首个春节，开展
了40余项科学实（试）验和技术验
证，被称为“圆梦乘组”。

“能够亲自参与并见证中国空
间站正式建成，是我们的光荣。”神
舟十五号乘组指令长费俊龙说。

费俊龙于2005年10月首次实
现飞天梦想，时隔17年，他第二次作
为指令长为国出征。他说：“两次飞
天，任务虽有变化，但为国出征的初
心使命、永不停歇的备战训练、逐梦
九天的赤胆忠心没有改变。”

回望在太空 180 多个日日夜
夜，邓清明印象最深刻的是空间站
建成后的首个春节，“我们在天上
收到了全国人民的祝福。激励我
们不负党和人民重托，坚决完成任
务。”

4次出舱是神舟十五号乘组的

亮点，首次叩问苍穹的张陆最难忘
出舱经历。“我在舱外被浩瀚宇宙
深深震撼。感谢全体科研人员的
陪伴、支持，使我们能顺利完成4次
出舱任务。”

张陆还谈到与神舟十四号乘组
和神舟十六号乘组的两次“太空会
师”，“3个乘组间浓浓的情谊，是生
死相托的相互信任、也是航天精神
的接续传承。”

目前，在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的
精心守护和照料下，3名航天员身
心状态良好，达到了预期效果，已
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
恢复健康评估总结后，他们将转入
正常训练工作。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必将
行得更稳更远。”费俊龙说，“我们
会珍惜荣誉、继续努力，期待为中
国航天事业再立新功。”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韩佳诺 魏玉坤）国家统
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31日
发布数据，7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3％，比上月上升0.3个百
分点。

“7月份，制造业PMI连
续两个月小幅回升，调查的
21个行业中有10个位于扩
张区间，比上月增加2个，制
造业景气水平总体持续改
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生产指数保持扩张。7
月份，生产指数为50.2％，与
上月基本持平，保持在扩张
区间，新订单指数为49.5％，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表
明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稳
定，市场需求景气度有所改

善。
小型企业景气水平有所

改善。7月份，大型企业PMI
为50.3％，与上月持平，继续
位于扩张区间，对制造业总
体支撑作用显著。大型企业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
连续7个月和3个月位于扩
张区间，产需保持增长。中
型企业PMI为49％，比上月
上升0.1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为47.4％，比上月上升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改
善。

预期指数升至较高景气
区间。7月份，生产经营活动
预期指数为55.1％，比上月上
升1.7个百分点，表明随着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扩内
需促消费等一系列政策出
台，市场发展积极因素不断
增多，企业信心有所增强。

国家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措施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陈炜伟 周圆）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7月31
日介绍，《关于恢复和扩大消
费的措施》经国务院同意，已
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地
方、各部门，并向社会公开发
布。措施围绕6个方面提出
20条具体政策举措，力求长
短兼顾、务实有效。

李春临在当天举行的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促
进消费是当前恢复和扩大需
求的关键所在。上半年，国内
消费市场整体处在恢复过程
中，但一些消费品类增长势头
仍不稳固，一些居民的消费信
心不强、顾虑不少，一些领域
消费体验不佳、感受不好，需
要政策进一步加力。

在稳定大宗消费方面，
措施提出，优化汽车购买使
用管理，扩大新能源汽车消
费，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
产品消费。在扩大服务消费
方面，措施明确，扩大餐饮服
务消费；丰富文旅消费，全面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促进文
娱体育会展消费；提升健康
服务消费。在促进农村消费
方面，措施明确，开展绿色产
品下乡，完善农村电子商务
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推动
特色产品进城，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

在拓展新型消费方面，
措施提出，壮大数字消费，推
广绿色消费。在完善消费设
施方面，措施提出，加快培育
多层级消费中心，着力补齐
消费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消
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政策。
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措施
还提出，加强金融对消费领
域的支持，持续提升消费服
务质量水平，完善促进消费
长效机制。

最高法发布11件
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齐琪）最高人民法院7
月31日发布11件依法平等
保护民营企业典型案例，集
中展示人民法院能动司法，
坚持依法平等保护，服务民
营经济发展。

在老河口市大通物流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肖某等伪
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
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案
中，人民法院积极推进涉案
企业合规改革，最大限度降
低司法措施对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的影响，挽救企业同时
促进其合规守法经营。在小
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凌某
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行为
保全裁定中，人民法院运用
禁令，及时制止造谣中伤民
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侵权行
为，彰显人民法院依法打击
恶意损害企业名誉权的司法
态度。

据悉，典型案例全面贯
彻依法平等保护原则。在沈
阳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与
沈阳市浑南区农业农村局服
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判令

浑南区农业农村局承担违约
责任并采取有力执行措施，
及时兑现民营企业胜诉权
益。

此外，典型案例依法挽
救陷入财务困境的民营企
业，彰显善意文明执行理
念。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
民法院助力东营鹏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等健康发展系
列执行案中，人民法院在执
行程序中对案涉烂尾楼依法
引资恢复项目建设，妥善化
解近900个债权人的8亿多
元债权，农民工工资全额支
付，职工就业得以稳定。通
过这一系列典型案例，引导
各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确保
实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
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
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表
示，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
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能动司
法，营造安商惠企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