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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好工业翻身、投资保稳、服务业恢复等六大攻坚战；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

项目242个，完成投资337亿元，产业项目占比和亿元以上项目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完

成投资18.5亿元，开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55个；查干湖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工作

经验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脱贫人口年均收入增长16.2%；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市县两级158件民生实事全部兑现承诺。

……

2021年，松原市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有效巩固拓展了振兴发展的新局面，成就了

一个更加向上的新松原，继续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昂首向前、阔步行进。

数字枯燥，但每一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都是成长和进步：2021年，松原市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GDP同比（下同）增长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2.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松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2006年入选

“跨国公司眼中最具投资潜力的中国城市20强”；2009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

周年“中国城市发展代表奖”；201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吉林省唯一的成长型资源城市，

2021年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

这是一张饱含幸福感的成绩单：经济运行稳定向好，发展后劲持续增强，生态环境

日益改善，民生需求有效保障，人居环境更加舒适……进入“十四五”，松原也驶上了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项目量增质提项目量增质提 发展后劲十足发展后劲十足

这是用数字谱写的跳动音符：去年，松原市全年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242个，完成投资337亿元，产业项目占比和亿元以上项目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谋项目就是谋未来、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一直以来，松原市都将项目建设放在发

展的重中之重，审视松原这几年的发展之路，项目的高质量谋划和有序滚动发展，是经

济运行企稳回升、稳定向好的关键因素。

去年以来，松原市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两确保一率先”决策部署，持续强化

“以项目论英雄”导向，坚持“五化”统领、“五图”作战、“五措”并举等措施和手段持续推

进项目建设。制定了《全市项目建设提升行动方案》和《项目建设五化手册》，采取影像

化推进措施，让无人机飞起来，把全市项目建设影像集成册子、制成片子，定期晾晒。

实行“赛马机制”，建立微信工作群，线上+线下互动，信息即时共享，工作并联推进，项

目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果。

抓住项目是硬道理，抓成项目是真本事。一个个重大项目接连落地松原，源于服

务，归于服务。

松原市制定出台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30条、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10条等一系

列实打实、接地气的优惠政策，给予企业最贴心、最有力的支持帮助。此外，持续深化

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整合18个涉及工程项目审批的部门成立了党委第四党支部，

推行容缺制、承诺制和并联审批，采取领办、代办、帮办等举措，加快项目审批进度，缩

减项目审批时限。启动项目服务中心与招商服务中心并联工作机制，实现从项目谋划、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入库纳统直至投产达效各节点行业部门无缝对接，并联推进。

项目引进方面，搭建了全市招商引资集成服务平台，实现市县两级招商部门与各

级发改委、统计局、经济运行中心等部门联动。依托发改委项目管理平台中各项国省

政策，围绕“十四五”规划“5+5+N”产业体系，实现招商与谋划项目并联，明确招商引资

主攻方向；依托统计系统，找准全市产业空白，有的放矢；与经济运行中心并联，充分利

用赛马机制，增强县市区、开发区发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实现招商引资与人才工作

并联。实现招商引资与职能部门并联。加强与审批部门并联，建立“招批管”协同机制，

优化、精简审批流程，实现招商引资与项目推动并联；加强银企对接，实现招商引资与

金融服务并联，加强全市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打开企业融资渠道，定期开展银企对接活

动，建立起国有银行、商业银行、与招商项目对接合作的通道，以项目为中心，通过金融

服务达到“引资”的目的。

2021年，全市共引进5000万元以上项目158个，到位资金381亿元，增长38%，总量

居全省第3位。中车集团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一批十亿元以上重大项目签约落地。

民生有效保障民生有效保障 共谱幸福篇章共谱幸福篇章

民生、民声。一直以来，松原市都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卷轴上，增进民生福祉一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脉络，过去5年，全市共投入资金315

亿元，如期完成530件民生实事，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中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021年初，松原市就出台了民生行动计划，围绕提升社会事业、完善基础设施、深化社

会治理、加强保障救助四大领域，市、县两级共确定拟建民生项目158个，总投资177亿元。

为确保民生项目有序推进，全市各相关部门全年发力不停歇，推进项目如期完成。

实施民生项目建设“前期加速专项行动”。民生项目确定后，立即协调各责任单位对列

入民生计划的项目进行再论证、再明确、再研究，围绕资金筹措、规划、用地、设计、征迁、

开工等环节，制定每个民生项目具体的实施方案，明确年度具体建设任务，确定民生项

目开工时间表和施工路线图。与各责任单位逐一对接，研究解决前期不充分、手续不

完善等问题，借助省、市春季项目集中开工活动的有利契机，督促项目单位完成项目前

期做好开工准备。启动民生项目建设“开工督导专项行动”等。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市县两级158件民生实事全部兑现承诺。办理

市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224件，办复率和沟通率均达到100%。新增城镇就业

1.75万人，转移农村劳动力42万人。改造棚户区13万平方米、老旧小区35.3万平方

米，480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积极做好燃煤保供，实现群众温暖过冬。

“双减”政策全面落实，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1%。市传染病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综

合楼主体工程完工。化解信访积案1046件。工矿商贸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86.7%和87.5%。全省公安系统首批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试点稳步推进。

就业有路、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惠民利民政策接连不断，民生改善

效果看得见、摸得着，随着一项项民生项目画上圆满句号，百姓的民生需求得到了有效

保障，群众幸福感越来越强，2021年，松原市成功入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候选名单，

成为让人向往和留恋的城市。

农业绿色发展农业绿色发展 引领作用增强引领作用增强

作为农业大市，松原市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不断深化农村改

革，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农业支持保护，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突出抓

好农业的市场化运作、标准化生产、设施化建设、产业化经营，不断推进农业大市向农

业强市转变，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驶入高速优质发展的快车道。

2021年，松原市共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93个；建设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68个。

粮食播种面积1633万亩，总产量有望突破150亿斤，实现九连丰，居全省第二位。农业

综合机械化水平95.5%，连续五年全省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15100元，

同比增长10%。

建成齐全、牧原等一批生猪大项目，中粮百万头生猪屠宰加工项目年内投产，成功

培育全国第4个“乾华美利奴羊”肉毛兼用新品种，畜牧业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生猪、

肉牛、肉羊可发展到450万头、56万头、400万只，水产品产量5.2万吨，肉羊饲养量和

水产品产量居全省首位。

以嘉吉生化、盼盼食品、松粮集团等粮食深加工企业为龙头，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

到569户，年加工转化粮食480万吨，粮食加工转化率67.9%，深加工率34.3%，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创建绿色农业示范基地137个，两品一标认证499个。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提升行动，村庄清洁行动、垃圾收转运体系实现全覆

盖，杨家村、民乐村等一批美丽宜居乡村典型得到省主要领导高度赞誉。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领跑全省，在全省率先成立农村公共服务中心，开展“5+N”

项服务职能，农村集体资源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走在全省前列，清理问题资源286万亩，

收缴资金2.16亿元。

坚持做大做强种业文章。松原市有种子生产经营企业17家，年生产玉米种子2.7

亿斤，水稻种子370万斤。在种子研发销售上，该市拥有行业领军企业鸿翔种业公司

和技术研发型企业松粮集团，鸿翔种业集“育繁推”为一体，年销售量占全国市场份额

的7%，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玉米、水稻产品多达69个。松粮集团建有1家院士工作站、

2家博士工作站、1家人才工作站、1家品种研发中心，在国内多地建有实验基地和繁育

基地，水稻所拥有世代材料、稳定品系、株系材料3500余份，承担7项国家级、省级试验

课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种8个。去年，松原市专门拜访了农业农村部种业司，围绕

种子育繁推一体化、种质基因资源库等项目进行了对接汇报，种业司表示将在区域种

质资源库项目布局、政策资金投放以及种质资源库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给予技术指导，

为松原市做大做强种业文章提供有力支持。

积极促进产业融合，开复工乡村振兴示范、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两带”项目126个，

完成投资110亿元，粮食深加工、化肥制造等产业快速发展。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在

松原召开，工作成绩得到省领导高度肯定，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

环境日益改善环境日益改善 城市更加宜居城市更加宜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松原市多措并举，不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工作，

严守生态环境发展底线，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不断提升，也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生态动能和绿色底色。截至去年10月末，松原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以上天数285天，优良天数比例94.7%，同比提高6.4个

百分点。全市5个国考断面除嫩江口内断面受上游来水影响高锰酸盐超标外，其它断

面均达国家考核标准。

坚决打好打赢蓝天、碧水、黑土地、草原湿地保卫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坚持“减煤、控车、降尘、少烟”思路，推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生产生活方

式全面绿色转型。整治“散乱污”企业，动态更新VOCs企业名单，开展大型燃煤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建筑施工和工业企业噪声达标专项整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完

成机动车道路黑烟遥感监测抽检车辆62余万台，停线处理检验机构37家（次），登

记注册非道路移动机械700余台。全面加强扬尘治理，重点解决砂石露天堆放、露

天烧烤、油烟排放等民生领域问题。抓紧抓实秸秆全域禁烧管控，专题会议部署，

成立组织机构，印发工作方案，落实“5+1”模式，实施“一公里”“一把锹”工程，确保

“零火点”。

坚持“四水共治”思路，推进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排查整治问题，确保水源安

全。推动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建设，全市5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全部具备一级A处理能力，

8个重点建制镇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加速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完成引水

进入和截污干管工程，基本实现长治久清。落实“河湖长制”，以化冰期为重

点，“清河行动”取得实效。加强重点医院和医疗机构废水处理监管，

实现达标排放。

坚持“摸清家底、管控源头、防范风险”思路，

印发工作要点、工作清单以及土壤污染隐患排查通知等，统筹开展土壤、地下水和农

业农村防治工作。完成危废申报问题整改499家（次）、产废单位申报审核547家、涉

废单位安全隐患排查312家；医废监管、汽车行业危废排查整治等专项行动有序开展。

全力配合全市“9·26生态环境日”系列活动开展，成功举办首届“查干湖生态旅游

论坛”和“查干湖绿色发展论坛”等，组织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向社会发出绿色低碳生

活倡议。积极推进查干湖治理项目建设，乾安县让字镇、前郭县长山镇，查干湖南、北

景区等污水处理工程已经完成，苏家泡、六家泡、太玉儿湿地恢复工程等正在加速推进。

启动第二轮百万亩大造林、百万亩草原湿地修复行动，森林覆盖率达到10.8%，草原综

合植被覆盖度达到68%以上。严格制度管理，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毁林、毁草、毁湿、

采砂、取土等违法行为，取得明显成效。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2021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松原市委、市政府带

领全市人民，危中寻机、困中破局，实现了“十三五”高质量收官，“十四五”高起点开局。

2022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松原全市上下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努力建设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美丽宜居”的幸福美好

新松原。

交上精彩答卷交上精彩答卷 不负人民重托不负人民重托
——20212021年松原经济社会发展纪实年松原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红玉张红玉 王欣欣王欣欣

积极推广开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积极推广开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加快农业农村现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步伐代化步伐。。

守护金字招牌守护金字招牌，，发展生态旅游发展生态旅游。。这是查干湖景区这是查干湖景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发展冰雪产业发展冰雪产业，，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冰雪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冰雪旅游体验。。这是查干湖这是查干湖

生态小镇内的冰雪嘉年华生态小镇内的冰雪嘉年华，，集合多种冰雪娱乐项目集合多种冰雪娱乐项目。。

恪守生态底线恪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色发展。。这是松原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这是松原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秸秆变肉秸秆变肉””工程稳步推进工程稳步推进。。这是长岭县百万只肉羊加工复产项目这是长岭县百万只肉羊加工复产项目。。

新能源发展驶入快车道新能源发展驶入快车道。。这是吉林油田新立采油厂光伏发电项目这是吉林油田新立采油厂光伏发电项目，，可完全满足井场日常用电需求可完全满足井场日常用电需求。。优美洁净的城市环境优美洁净的城市环境，，让百姓幸福感与日俱增让百姓幸福感与日俱增。（。（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王学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