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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中国化工事业的摇
篮之一，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以下简称吉林石化）坚持把科
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动力，面
向生产、市场、发展三个维度，
通过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持
续推进技术瓶颈攻关、新产品
开发和节能降碳，一批科研成
果得到转化和应用，带动高质
量发展，让老国企不断焕发新
生机。

  面向生产 新技术

破解既有短板

　　今年 7 月，吉林石化丁苯
橡 胶 装 置 成 功 试 生 产 无 磷
SBR1502 牌号产品，经分析检
测，成品胶指标合格、工艺指标
平稳、主要设备运行正常，成为
该公司第二个实现无磷化生产
的丁苯橡胶牌号产品。
　　吉林石化有机合成厂厂长
沈立军介绍，丁苯橡胶产品作
为一种合成橡胶，广泛应用于
轮胎、胶带、胶鞋等橡胶制品
中。过去由于生产装置受到设
计工艺制约，导致处理装置废
水中的磷元素费用高昂。
　　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吉
林石化合成橡胶研发中心将丁
苯橡胶无磷配方工业化稳定生
产作为重点攻关项目，组织技
术骨干进行联合科研攻关。“技
术人员从生产原料入手，通过
不断优化配方、改变配比，生产
废水中磷含量降至 0mg/L，实
现清洁生产的同时，每年可节
省治理费用 300 万元。”沈立
军说。
　　近年来，吉林石化通过构
建“研究院+ABS 树脂研发中
心、合成橡胶研发中心、聚烯烃
研发中心、碳纤维研发中心”的

“1+4 ”科技创新体系，坚持科
技服务生产，围绕主体装置和
主要产品，系统开展生产性技
术研究，破解生产瓶颈短板，

“十三五”期间组织瓶颈攻关
35 项，解决 91 个关键技术
问题。
　　上半年，吉林石化累计加工原油 439 万吨，原油加工
量和炼油装置负荷率居全国炼化一体化企业前列。吉林石
化新材料高级专家陆书来表示，在“1+4”科技创新体系下，
科研开发与工厂生产得以紧密融合，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工
艺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面向市场 新产品开拓应用领域

　　以“技术立企”为导向，吉林石化的着眼点不仅在已有
产品的生产流程上，还不断根据市场变化研发新产品。同
样在 7 月，公司通过科学优化攻关，成功破解汽油质量升
级难题，国Ⅵ B 标准车用汽油提前 7 个月投放市场。
　　吉林石化炼油厂副厂长周波介绍，2023 年 1 月 1 日
全国将全面供应国Ⅵ B 标准车用汽油，从技术指标看，
国Ⅵ B 标准汽油相比目前的国Ⅵ A 汽油，烯烃指标由
18% 降至 15% ，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排放指标明显下降，
生产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质量要求更严。
　　为使烯烃指标降至理想范围内，吉林石化技术人员从
调整催化剂配方入手，一边与科研院所、催化剂厂家开展深
度研究交流，明确催化剂配方调整方向，一边合理分配催化
裂化装置常渣、减渣掺入量，加强原料流量平稳控制，实施
调整反应温度等一系列优化措施，最终实现了研发目标。
　　此外，吉林石化还围绕油品升级后市场稳定供应目标，
先后开展 5 次实验室调合论证和 2 次放大实验。结果证
明，经过降烯烃操作和优化调合的国Ⅵ B 标准车用汽油，
可以完全满足吉林地区冬夏两季不同工况下的使用需求。
　　不仅是在传统的炼油领域，根据市场需求，吉林石化还
实施“产销研”一体化攻关，组织开发 ABS、聚乙烯、乙丙橡
胶等 7 大系列 46 个牌号新产品，并不断进入高端应用
市场。
　　陆书来表示，吉林石化面对市场不断研发生产专业化
先进特色产品，在扩大产品应用范围的同时，提高企业市场
竞争力。

面向发展 新目标推动节能降碳

　　今年 2 月，总投资 339 亿元的吉林石化转型升级项目
启动，这是迄今为止吉林省单体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根
据规划，该项目将与吉林油田风光发电项目联动，新增用电
全部由绿电保障，建成“全绿电”化工项目，打造绿色低碳发
展新模式，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 170 万吨。
　　同时，该项目在电气化率提升、清洁能源替代、装置能
效提升、能源梯级利用、余热资源回收等方面都将有新的突
破，实施后能量利用率预计达 95%，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吉林石化正加快转型升级，创建绿
色企业，部署调整产业结构、强化节能提效、提高电气化率、
推进清洁替代、实施 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项目等
五大重点任务，规划“双碳”项目 45 个，预计投资 15 亿元，
减碳 197 万吨。
　　从 2020 年起，吉林石化已在能源管控、加热炉热效率
提升、循环水浓缩倍数提升等方面进行节能降耗增效重点
攻关，通过动态调整锅炉产汽负荷及机组投用方式等措施，
年减少煤炭消耗 15.8 万吨、机组二氧化碳排放 94.7 万吨。
　　上半年，吉林石化 172 项重点消耗指标中 137 项同比
改善，15 个生产单位物耗能耗较 2020 年同期降低 8700
万元。
　　吉林石化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金彦江表示，吉林石化将
积极适应炼化行业安全绿色低碳发展趋势，把发展牢牢建
立在健康、安全、绿色的基石之上。

（本报记者段续、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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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厦门 9 月 9 日电（记者王
成） 9 月 7 日至 8 日，第二届海丝中央
法务区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第二十
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分论坛，
发布了一系列建设成果：一批知名特色法
务、泛法务机构入驻，创新国际法律服务
矩阵……
　　从“一纸规划”到“多点开花”，海
丝中央法务区运行近一年来，厦门探索打
造全方位、全链条法务生态圈，推动营商
环境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不断
迈进。
　　 7 日，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
织（厦门）代表处入驻海丝中央法务区。
该组织秘书长刘超说：“这是争端解决组

织设立的全球首个代表处，我们看中的就
是厦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政策环
境。”
　　同一天，厦门国际商事法庭、厦门涉
外海事法庭等，也在海丝中央法务区揭牌
启用。
　　海丝中央法务区自 2021 年 11 月 5
日启动以来，厦门市出台支持建设的若干
措施，配套专项资金，吸引优质法律服务
机构落户。
　　金谷域外法查明中心近日进驻海丝
中央法务区，已承接了三件有关域外法
律查明事项的委托。该中心共建单位之
一的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豫衡说：“律所汇聚了境内外专业领

域的优秀律师，为企业提供专业法律支
持。”
　　今年以来，北京安杰（厦门）律师
事务所、印尼雷米律师事务所、中审亚
太会计所等一批具有专业特色的知名法
务、泛法务机构相继入驻法务区。截至 8
月底，海丝中央法务区已新增法务、泛
法 务 机 构 7 7 个 ， 法 务 服 务 能 级 显 著
提升。
　　今年 4 月，交通银行厦门分行工作
人员接到上海客户的紧急求助：“货物
即将到港，但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及时
寄送银行放款所需材料，也无法核保面
签，如果银行不能及时放款，会产生高
额滞港费用。”银行工作人员引导该客

户登录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公证云”平
台，成功办理了委托书公证，在货船到
港 前 顺 利 完 成 放 款 ， 解 了 客 户 燃 眉
之急。
　 　 海 丝 中 央 法 务 区 不 仅 建 线 下 实
体，还推动法务机构将线下业务向线
上延伸，汇聚到“海丝中央法务区·
云平台”，推出法律咨询、合同审 核
等线上公共法律服务，助力企业办事
更便捷。
　　建设知识产权 CBD 、成立丝路企业
数字化合规服务中心，出台面向金砖国家
法律服务机制十项措施……海丝中央法务
区以“法”聚力，推动厦门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成为投资优选地。

厚 植 法 治 生 态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厦 门 建 设 海 丝 中 央 法 务 区 观 察

　 　 新 华 社 上
海 9 月 9 日 电

（记 者 周 蕊）统
一登记标准、统
一服务规范、统
一信息共享、统
一创新步调。记
者获悉，根据沪
苏 浙 皖 四 地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最
新签署的《长三
角 地 区 市 场 准
入 体 系 一 体 化
建 设 合 作 协
议》，长 三 角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正
在 全 面 对 标 打
造 国 际 一 流 营
商环境，在市场
准 入 领 域 将 完
成四个“统一”。
　　“我们将建
立 长 三 角 地 区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共享共用机制，
推 进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登 记 信 息
共 享 机 制 。”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登 记 注 册 处
处长俞培刚说，
在 外 资 企 业 注
册登记流程中，
需 要 提 供 外 资
股 东 身 份 的 公
证认证材料，根
据 最 新 签 署 的
协议，外商在长
三 角 区 域 开 设
新的公司时，外
资 股 东 的 公 证
认 证 材 料 可 实

现互认，不再需要多次向多地的监管部门
提交，这为外商在长三角快速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
　　根据协议，沪苏浙皖四地还将统一长
三角地区市场监管部门的登记注册服务
事项清单，继续完善线上长三角地区“一
网通办”专区，全面建立长三角地区线下

“跨省通办”专窗，这意味着更多事项将可
以实现“一地受理、异地审批”。
　　俞培刚说，沪苏浙皖四地还将统一创
新步调，将原本在上海浦东新区及上海自
贸区实行的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等创
新政策推广到苏浙皖三省的自贸区内。“江
苏、浙江、安徽的自贸区内还将探索代位注
销、强制除名、强制注销等改革试点。”
　　截至 2022 年 7 月，长三角区域共有市
场主体 3290 万户，约占全国市场主体数量
的五分之一。自 2019 年《长三角地区市场
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签署以来，长
三角市场监管部门在多领域先试先行，已
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长三角市场主体
基础数据库和可视化平台上线，共归集长
三角 17 类市场主体信息 6.8 亿条；创新

“互联网+窗口”服务模式，50 多个市场监
管 领 域 事 项 实 现 长 三 角 地 区“一 网 通
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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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村民在虾塘拉网捕虾（9 月 9 日摄）。
  近日，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北塘街的约万亩虾塘迎来丰收季，村民们在虾塘围网、捕获、
装车，将收获的鲜虾供应市场。

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万亩虾塘迎丰收

（上接 1 版）

期待分享中国开放新机遇

　　今年 1 至 7 月，广州南沙区实际利用
外资 19.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5% 。南沙
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璐在
投洽会上说，国家的扩大开放政策以及区
域发展战略，对外资产生了强烈的吸
引力。
　　南沙区有着对外开放的多区叠加优
势，今年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

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
当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平
台定位。
　　随 着 跨 境 贸 易 投 资 高 水 平 开 放 外
汇管理改革试点等政策落地，一批优
质外资企业进入南沙。截至 2021 年，
当 地 累 计 引 进 世 界 5 0 0 强 投 资 项 目
232 个。“外资主要投向投融资、贸
易 服 务 和 新 兴 制 造 业 等 领 域 。 ” 李
璐说。
　　本届投洽会上，外国人士表达了期待
分享中国市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新

机遇的愿望。
　　全球甲醇行业协会（新加坡）首席执
行官格雷戈里·多兰表示，近年来，随着
能源绿色转型，甲醇能源的利用也经常出
现在中国的政策中，希望能与更多中国企
业合作开拓市场。
　　今年，阿根廷正式加入“一带一路”
朋友圈。“我们计划借着与中资企业紫金
矿业洽谈的契机，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矿产
方面的投资贸易。”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
道表示，希望看到更多阿根廷项目在中国
投资落地。

　　新华社重庆 9 月 9 日电（记者赵宇
飞）作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重要举措之一，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
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印
发的《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这是我国中西
部首个跨省域都市圈规划。
　　根据《规划》，重庆都市圈范围包括
重庆主城都市区 21 个区和四川省广安市
行政辖区全域，总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

2020 年常住人口 2440 万人。《规划》
将与重庆空间距离近、经济融合深的四川
省广安市全域纳入规划范围，让广安成为
全国唯一全域纳入跨省域都市圈的地
级市。
　　《规划》共提出 8 项任务，包括加
快构建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协同建设现代
产业体系、打造富有巴渝特色的消费目的
地、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提升开放合
作水平等。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江
表示，《规划》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
科技创新等方面与成都都市圈充分对接，
推动“双核”联动、“双圈”互动，共同
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同时，
《规划》突出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
离改革，以打破行政壁垒为突破口，着力
推动重庆都市圈在规划统筹、政策协调、
共建共享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为跨省
域城市群、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积累经验。

川渝联合发布跨省域都市圈规划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记者胡璐）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具有重要
的生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和经济价
值。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
长张炜 9 日公布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
源普查结果，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
508.19 万株。
　　这是记者从当天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普查结果显示，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
木共计 508.19 万株，包括散生 122.13 万
株和群状 386.06 万株；分布在城市的有
24.66 万株，分布在乡村的有 483.53 万株。
群状古树分布在 18585 处古树群中。散生
古树名木中，古树 121.4865 万株、名木
5235 株、古树且名木 1186 株，数量较多的
树种有樟树、柏树、银杏、松树、国槐等。
　　全国散生古树的树龄主要集中在 100
至 299 年间，共有 98.75 万株。1000 年以

上的古树有 10745 株，5000 年以上的古
树有 5 株。
　　普查结果还显示，按生长环境看，全国
散生古树名木良好的有 96.98 万株，中等的
有 18.04 万株，差的有 6.85 万株，极差的有
0.26 万株；按长势情况看，正常 103.73 万
株，衰弱 15.77 万株，濒危 2.63 万株。
　　据了解，本次普查范围覆盖 31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包括自然保
护区和东北、内蒙古、西南、西北等地的国有

林区以及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通过本次资源普查，基本查清了全国
古树名木资源本底状况，建立了古树名木资
源管理档案和数据库。”张炜说，下一步，将
积极运用本次普查成果，进一步加强古树名
木的保护和管理，推进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实施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加快推进古树名木
保护法制建设，开展古树名木保护专题宣
传，切实保护好中华大地上的古树名木
资源。

我国有古树名木 500 余万株，其中千年以上超万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