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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合作 共赢一盘好棋

石化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也是
大庆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接续产业，龙
凤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伴随新中
国石油工业诞生的大庆石化公司便坐落
在辖区内。

举全区之力推动“油头化尾”产业做
大做优做强，打造“油头化尾”百亿级产业
集群，成了龙凤区不可撼动的发展目标。

深化地企合作，共谋事业发展。龙
凤区与大庆石化公司签订了“地企混合
所有制改革合作协议”“石化新产品研发
与技术服务中心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五
龙实业混改平台，合作推进汉光化工新
材料一期、二期项目建设。又与中油东
北化工销售公司签订 8 万吨/年丙烯和
4000 吨/年乙烯原料供应协议，在设计、
施工、运行等阶段提供全流程服务，为 10
万吨/年聚丙烯树脂等项目配套管线建
设提供鼎力支持，保障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顺利实施。

为保证地企合作进展顺利，龙凤区
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在产业布局、联
合招商、原料供给、技术保障、人才支持
等方面与企业共同谋划；组建“油头化
尾”关联产业专家组，成立化工新材料新
产品研发与技术服务中心，围绕“油头化
尾”、“油转化”、新材料产业规划等工作
进行项目研究论证，合作推进烯烃高值
催化剂项目落地。

截至目前，累计引进建设“油头化尾”
项目 61个，总投资 100.3亿元。形成以三
聚能源、塑龙石化为代表的化工原料产业
集群，海鼎公司、汉光公司为代表的新材
料产业集群，以石化机械厂、安惟特科技

等为代表的石化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以中
油寰球大庆石化工程公司、大庆石化检测
开发公司等为代表的石化服务产业集群，
以大庆润滑油分公司、加通润滑油公司等
为代表的润滑油产业集群，石化产业年产
值超 200亿元，石化行业占全区税收比重
达到97%。

规划引领 开拓广阔空间

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
方向是产业升级。

基于清晰明确的认识，龙凤区委区政
府坚持前瞻思考，实施产业化推动；坚持
规划先行，实施园区化发展；坚持内外兼
收，实施科技化赋能。产业规模因此得以
日益壮大。

目前，全区“油头化尾”关联企业中
“四上”企业63家、高新技术企业22家、创
新型中小企业18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
家。其中，华禹石油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石化机械厂获得国家级绿
色工厂荣誉称号、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司
新戊二醇装置运行平稳，打破中高端市场
由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2022年实现产值
10.5 亿元，荣登“2023 年黑龙江民营企业
百强”和“黑龙江制造业民营企业百强”两
个榜单。

为突出规划引领，拓展产业发展空
间，龙凤区充分发挥载体平台、特色产业、
闲置土地等优势，全力打造“园区引领、全
域协同”发展格局。依据国土空间规划、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大庆市产业发展战
略，按照新建化工项目必须进园区相关要
求，龙凤区构建打造原料高效利用、资源
要素集成、减污降碳协同、技术先进成熟、
产品系列高端的三个产业示范基地。

重点将龙凤化工新材料产业园打造
成为“油头化尾”产业集聚、原料及清洁能
源匹配度好、环境容量富裕、节能环保低
碳的精细化工园区；静脉产业园打造成企
业循环生产、产业耦合发展，“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闭环经济模式的减量化、资
源化和无害化环保园区；龙凤经开区打造
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型建材、商
贸物流等产业集聚，科技成果承载能力
强、技术创新示范效果好、高精尖产业引
领的专业化园区。

其中包括与石化公司、高新区签订战
略协议，合作建设兴化园区，配合推进大
庆石化炼油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产业园区
规划认定；科学调整龙凤经济开发区产业
布局，采取弹性出让、先租后让等办法，累
计整合三林管业、金土地等 10 家企业闲
置厂房 27栋 9万平方米、办公楼 10栋 3.3
万平方米，为企业轻资产“拎包入住”提供
便利条件；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规划建设
3.9平方公里静脉产业园，为发展绿色化
工、循环经济提供空间保障，现已引进入
驻城控垃圾焚烧发电、宇合环保等企业18
家，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时间与空间的突破，传统优势与新兴
业态的互补。龙凤区打破多维度的规划
引领为将来的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想象
空间。

链式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在现代经济产业结构中，构建完整的
产业链已经成为共识。

为了形成更优质的产业链，龙凤区延
伸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上面下足了功
夫。

不久前出台的《龙凤区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若干措施》，在绘制招商图谱的同
时，还确定了乙烯、丙烯、MTBE 等重点
产业链 7 条，采取地企联合招商、产业链
招商等方式，对接“油头化尾”关联企业
77家。

为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充实补足链中
空白点，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先后 7次带
队赴厦门、北京、徐州等 14 个城市招商，
与 20余家企业对接洽谈。徐州海鼎油化
产品智慧供应链、辽宁润兴 20万吨/年锂
电池特种碳材料、威海海宽央厨智慧园等
15个项目已达成合作意向，签约油化产品
智慧供应链、汽车高端冲压件等项目 12
个，投资总额23.83亿元，促进了石化关联
产业链条企业的发展壮大。

投资 6.3亿元的海鼎 10万吨/年高性
能聚丙烯树脂项目仅一年实现中交，创
造了同行业高寒地区最快速度，并实现
试生产即盈利，年销售额 4.3 亿元；投资
10.5亿元的汉光 17.5万吨/年化工新材料
项目将于年底前中交，填补了龙江抗氧
化剂产品生产领域空白，打造了国内同
行业领域最长产业链；以三聚新戊二醇
等为代表的石油石化深加工，鑫鑫龙鑫
节能环保型门窗等生产型、高科技企业
等快速成长，构筑起业态新、结构优、多
元化的产业“新高地”。

坚持以链聚商，激发产业发展动能。
今年前三季度，全区共签约油化产品智慧
供应链、30万吨/年资源化无害化危险废
物综合利用等项目 15 个，投资总额 25.4
亿元，完成实际利用内资7.9亿元、同比增
长53.7%，固定资产投资11.3亿元、同比增
长48.2%。

爱商护商 细腻精准服务

良禽舞佳木，清泉鸣翠山。
在全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的一流营商环境的共识之下，龙凤区委区
政府同样起而行之，为市场主体提供出优
质而又细腻的服务：

整合企业开办窗口设置，登记时限压
缩到一个工作日，实现企业开办“零跑动”

“零费用”；
以便民利业为导向，实行审批代办、

驻场服务制度；
推进“承诺即开工”，对高端聚烯烃弹

性体试验装置等三个项目实行承诺制，为
项目建设、企业成长提供最大便利……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24名区级领
导包保市级重点项目，深入开展领导干部

“走流程”，上门服务访企业、问需求，现场
办公解难题、破瓶颈。今年以来，5个项目
建设服务专班已经为轩隆化工、再创科技

等 15 家企业解决基础配套、项目用地等
问题 87个，累计投入 1.02亿元，兑现扶持
资金，实施重点项目管廊、排污、供电等配
套工程项目，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平
稳运行。像千万吨大炼油项目公共卫生
安全防护距离内人员密集场所搬迁、
110KV高压线路铺设等工作，服务专班的
工作更是细致入微。

企业用产品品牌确立市场地位，政府
用服务品牌吸引企业。这个平实亲切的
龙凤政商沙龙品牌，在龙凤区的企业圈内
已经深入人心。

至今，“有事好商量”已举办活动 27
场，解决企业诉求77件，协助52家企业申
请贷款1.15亿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30
万元。仅针对黑龙江省庆购生鲜分拣中
心及中央工厂选址、审批和建设问题，就
帮助企业节省 300余万元建设费用，为中
油国际、汉光实业等企业兑现扶持资金更
是高达3800万元。

石化产业是大庆千亿级产业之一，龙
凤区地位举足轻重。肩负重要使命，区委
区政府正在以全新视角来审视、研判和把
握自身发展“油头化尾”产业的方向定位，
进一步补短板、锻长板，深挖潜力，科学谋
划，乘势而为，加快推动石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

今年4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石化产业年产值超200亿元

大庆龙凤区 实体经济提质增量 石化产业全链升级

本报讯（张文通 记者贾红路）
林海披上银装，蓝天映衬雪野，冬
日的伊春仿佛童话王国，冰封雪
覆下，充满神秘与浪漫。近日，以

“冰雪森林·童话伊春”为主题，伊
春市冰雪文旅系列活动隆重开
启。

今年冰雪季，伊春市以举
办第十三届中国·伊春森林冰
雪欢乐季为载体，拟在全市开
展亲子研学、体育赛事、节庆活
动、民俗文化、户外运动五大
类百余项冰雪文旅活动，系列
活动将从 12 月开始持续到明

年 3月。
据了解，今年伊春市策划推

出了“五大产品、十条线路、十大
民宿、十道美食、十五个打卡地、
百项文体活动”等冬季旅游产
品。重点包括“海誓山盟”伊春茂
名蜜月互游活动、宝贝走天下研
学营系列活动、全国滑雪定向挑
战赛、“最多人同时掷冰壶”吉尼
斯纪录挑战活动、“冰雪奇缘，共
话友谊”中俄文化交流月文艺汇
演、铁力市森林冰雪欢乐季系列
活动、嘉荫县第七届“龙行雪野”
冰雪嘉年华活动等。

伊春 百项冰雪活动等你来

上图：探秘冰雪森林。 本报记者 贾红路摄
下图：冰雪雾凇景观。 付力摄

□本报记者 刘楠 赵吉会

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8.2%，6项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市、全省水平；

前三季度，共签约油化产品智慧供应链等项目 15 个，投资总额
25.4亿元；

今年 4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102.1亿元。近年来，精准对接“油头
化尾”关联产业企业77家，累计引进建设“油头化尾”项目61个，投资总
额超过100亿元……

年终将近，大庆市龙凤区正在为完成又一张漂亮的答卷奋力冲刺。
身陷时艰，转型艰巨。龙凤区何以破题？

“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在诞生了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的地方，龙凤区委区政府带领全体干部群众，用实干深度
融入工业强省战略，加快打造名副其实的石化强区。

□本报记者 杨镭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28号，面
积 9.1 万平方米的大院，现在是黑龙江省
体育局所在地，但哈尔滨人更习惯称这里
为“冰上基地”。“冰上基地”建成至今 40
年，以杨扬、王濛、张虹、任子威、高亭宇
等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运动员从这里走
出去，走向世界冰上运动的最高领奖台。
12 月 7 日，记者走进这里看到，龙江冰上
运动的“后浪”正在前辈们曾经飞驰的冰
面上，备战 2024 年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简称“十四冬”）、逐梦 2025 年哈尔
滨亚冬会，憧憬着在世界赛场上书写属于
他们的故事。

走进院区，左手边的综合馆，从外观
上看略显朴素。1996 年第三届亚冬会开
幕式，正是在这座场馆举办，21岁的杨扬
第一次登上了亚冬会的最高领奖台，并为
6年后在盐湖城冬奥会上为中国实现冬奥
金牌零的突破积累了经验，树立了信心。
来到场内，正在训练的是教练员马云峰带
的训练组，冬奥冠军张雨婷也是这组的成
员，目前她在国家队训练，而她的师弟、师
妹们都在以她为目标努力训练。

训练场边，队员宁海权告诉记者，他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全国青年锦标赛，

“我们每天上午进行陆地训练，下午进行
冰上训练。我的梦想是进入国家队，为国
争光。”备战“十四冬”青年组比赛的女队
员王可芯表示，她希望登上“十四冬”的领
奖台。提到亚冬会，她说，得知哈尔滨申
办成功，她很激动，也期待能够通过“十四
冬”好的表现获得国家队的召唤，争取参
加亚冬会。

位于院区深处的速滑馆，这座见证了
张虹、高亭宇成长的场馆也将成为第九届
亚冬会速滑比赛的赛场。记者来到这里
时，并没有看到速滑项目的训练，倒是场
地中心的一块小冰场上，花样滑冰教练员
杨超正在带领单人滑小将进行训练。队
员李英瑞今年只有13岁，但是他和队友们
已经能够精彩地完成很多难度动作。李
英瑞说，队里每天要进行三次冰上训练和
一次陆地训练，自己对于在“十四冬”的成

绩预期是能够进入前六名，而自己的梦想
是未来能参加冬奥会，在冬奥会上取得让
自己满意的成绩。杨超介绍，他所带的这
一组以青年组运动员为主，也有部分成年
组运动员。

据了解，目前我省冰上项目的顶尖运
动员，如短道速滑的任子威、范可新、曲春
雨、张雨婷等，速滑的高亭宇、宁忠岩等，
以及花样滑冰的金博洋等，都在国家队训
练，或者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值得一提
的是，高亭宇虽然在北京冬奥会夺冠后休
整了一年多，近期才重返赛场，但在日前
进行的世界杯挪威站比赛中，他获得了银
牌，证明他仍然具备世界顶尖实力。

据省冰上训练中心副主任吴献介绍，
目前在中心三座场馆训练的主要是速度
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冰壶四个项
目的运动员，目前主要是备战“十四冬”，

“十四冬”结束后，队员们将投入到2025年
哈尔滨亚冬会以及 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
备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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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正在训练的短道速滑运动员。
下图：速滑馆全景。

本报记者 张春雷摄

大庆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厂区。 徐文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