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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吉林市：：攻坚项目建设攻坚项目建设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婷李婷 丁美佳丁美佳 周凇宇周凇宇

近日，记者走进磐石市牛心镇的金隅冀东新型建材产

业园项目现场，看到吊车等大型机械林立，工人们已各就

各位，正在抓紧进行工程作业。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工人们都铆足了劲儿，在

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排密工期，自加压力，力争年底完成全

部土建工程，主机设备安装完毕。

据磐石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最大限度降低

疫情影响，磐石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跟踪落实便民利企

服务清单，督促重点企业制定复工复产方案。他们通过

“点对点”包车运送返岗人员等方式，快速组织员工返岗，

协调帮助企业购置防疫物资，解决原材料、资金、设备等方

面的困难，有力推动项目建设。

联动联办，项目审批加速

度。疫情期间，磐石市政务

服务中心收到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急需办理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请示信息，相关负责人立即启

动专班工作机制，与企业对接，采取点对点模式开展审批

服务。他们坚持“时间从快，服务从优”原则，当天就为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20余万平方米的土地登

记，受到企业感谢和好评。为加快项目审批、推进项目

建设，磐石市发改局协同磐石市政务服务中心，利用

“工改系统”“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等，及时跟踪各项

目审批流程，实现各部门联动联办，尽最大努力缩

短项目前期手续审批时间。

要素保障，项目建设不停工。疫情原因，

导致部分项目建设人员、材料无法进场。磐

石市发改局积极协调各疫情防控单位，对龙

昌新能源年产2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金

隅冀东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的施工人员和施工

材料提供重点保障。他们积极协调，对复工复产企

业人员给予放行，各建筑材料市场进行点对点物资供

应，有效保证了项目建设不停工。

强化机制，项目推进有力度。对于年内计划开工的

重点项目，磐石市配备专职项目秘书，以“日报告、周调度、

月总结”方式，全面掌握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及

时反馈给相关责任部门，沟通协调解决，加大项目推进力

度。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基础上，磐石市建立“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项目建设服务推进机制，对年初确定55个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进行再调度、再推动，以“专人专办、领

办代办”的模式，实现部门联动，力争在春季集中开工项目

基础上，上半年再开工15个重点项目，开复工项目达40

个，完成全年计划开复工项目数的73%。

截至目前，磐石市开复工重点项目24个，均为三早项

目，总投资116.51亿元；亿元以上项目开复工16个，总投

资110.74亿元；一季度实现固定资产投资2.77亿元，同比

增长4.3%。总体上看，呈现出项目数量多、质量优、投资力

度大的特点。

靠前服务“靶向”解决项目建设难题

龙潭区始终坚持以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

突破口，着力从打造诚信政府、加大政策扶持、提高服务标

准、合力破解难题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推进营商

环境体系建设，有效吸引项目入驻，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

力，不断促进项目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速破解手续办理难题。龙潭区坚持项目至上、服务

第一，建立健全项目包保服务机制及项目秘书工作机制；发

改、规划、土地等相关部门主动认领问题、上门服务；对建龙

钢铁150万吨焦化、120万吨冷轧等重大项目全程跟踪、动

态跟进；以领办、代办等方式协助企业办理项目土地、规划、

施工等各项前期手续。他们还积极协调上级部门解决建龙

钢铁土地证分割、房屋产权及供热特许经营权办理、供热管

线建设、通讯线路迁改等难题，全力促进项目及时开工建

设、尽快达产见效。

全面促进产业链条延伸。为加快延伸产业链条，龙潭

经济开发区与建龙钢铁组成政企联合招商组，重点引进了

60万吨螺旋管、4万吨钢板网等一批产业链项目落户开发

区；谋划建设了小五金创业孵化园，为入驻企业提供个性

化、标准化厂房，提高产品本地转化率；制定招商引资政策，

全面引进投资强度大、带动作用强、发展前景好的产业链项

目；依托我省汽车和轨道车辆制造产业优势，积极协助建龙

钢铁重点研发生产可配套汽车的镀锌钢板、热成型高强钢、

冷作及热作模具用钢等钢铁材料，加快推动产品向产业链、

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全力推动企业稳定生产。疫情发生后，龙潭区迅速反

应，指导重点企业科学开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龙

潭经济开发区启动应急程序，成立6个工作专班，建立政企

快速联动反应机制，一企一策，有效解决车辆通行、原材料

运输、生活资料短缺等问题百余项，一季度，开发区规模工

业总产值实现59.3亿元，同比增长5.8%，实现首季开门

红。吉林化工园区对危化生产、冶金工贸及非煤矿山等49

家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日督日查，为吉化、北方、吉神、金禹

等20余家企业发放车辆通行证明，破解企业原料购销运输

难题，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增速实现正增长，一季度累计实

现产值187亿元，同比增长3%，占龙潭区规上工业产值的

75%。

截至目前，龙潭区“三早”集中开工项目22项，总投资

457.2亿元。已开复工吉林建龙120万吨冷轧、150万吨焦

化及余热发电、万邦达资源循环综合利用等重点项目15

项，其余项目到5月底前全部复工。

预计到6月底前，计划续建项目全部实现复工，新建项

目开工率争取达到90%，开复工总项目数力争达到35项以

上。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正增长，增幅力争达到

15%以上。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吉林经开区的中泽吉铁

新材料有限公司钼深加工项目现场，车间里机械

轰鸣，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操作机器进行生产。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一期工程于4月

21日开工建设，目前，钼酸铵生产线已投产，正在

建设高纯三氧化钼和钼铁生产线。该项目总投

资65亿元，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

整体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可实现产值123亿元、

纳税10亿元。

4月中旬以来，吉林经开区在持续巩固疫情

防控成效基础上，突出项目建设，超前组织介入，

狠抓“三个强化”，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有序开复工

建设。

强化组织领导。吉林经开区迅速成立工作

专班，区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班子成员担任副组

长，经发、经合、政数、规自、住建等18个职能部

门为成员，统筹负责全区重点项目开复工的协调

联动、督导推进和困难化解。他们研究制定了

《吉林经开区推进重点项目有序开复工工作方

案》，对项目开复工管理、要素保障、前期手续办

理等方面作出全面安排，实施“一个项目一个复

工方案”，确保组织到位、责任到位、部署到位。

强化要素保障。吉林经开区锚定年度项目

建设目标，针对项目建设涉及的工人返岗、施工

物料进场、闭环施工条件、上下游配套、公用工程

支持等方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细致梳理了31

个春季集中开工项目复工要素保障需求。他们

及时向项目单位发布物料销售商家信息，提前发

放专用车辆通行证，协调解决4批次项目施工人

员闭环返岗及住宿问题，超前衔接化工医药、绿

色化工等5个园区临时用电事宜，切实打通项目

开复工堵点难点。

强化政务服务。吉林经开区制定出台《吉林

经开区政务服务助力复工复产15条措施》。坚

持重点项目“优先办”，为重大项目复工开辟审批

服务“绿色通道”，做到及时响应，联动办理；项目

审批“视频办”，采取“屏对屏”方式，组织审批部

门协助完成材料审批推送，利用微信或视频系统

进行审批；项目受理“承诺办”，对基本条件具备、

关键材料齐全的，经申请人对非关键性审批要件

缺失作出承诺后，可先行受理审查。同时，他们

还实施施工许可“简化办”、施工图审查“分批

办”、工程测绘“联合办”、工程招标“特事办”等措

施，促进项目建设提速快进。截至目前，国兴碳

纤维、中储粮、高性能纤维产业园等10余个项目

的供地、环评、施工许可等前期手续已全部办结。

截至目前，吉林经开区春季“三早”项目已开

复工27项，开复工率近90％。年初既定建设项

目将于6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

精准服务 助力项目提速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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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65亿元的中泽吉铁钼深加工项目现场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

来。

当前，抓项目、促投资是吉林市经济工

作的中心。为有效对冲疫情对项目建设的

影响，4月中旬以来，吉林市充分发挥重点项

目经济“压舱石”作用，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

制，“一个项目一个方案”，逐一抓好落实。

制定项目复工方案。吉林市健全疫情

防控四方责任体系，“快准严细实”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对施工人员上岗条件、施工人员

返岗、施工场地管理等提出具体要求，加强

施工人员闭环管理，分批次、分组团、分区

域、分空间分散作业，以可控规模形成若干

班组单元施工。

成立专班解决问题。成立了常务副市

长任组长，发改、住建、人社、商务、政数、规

自等部门为专班成员的项目开复工专班。

自4月18日开始，每日召开项目开复工专题

调度协调会，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听取各县

（市）区、开发区及重点企业汇报，研究解决

项目开复工遇到的困难问题，做到解决问题

不过夜。

重大项目领导包保。全市遴选66个引

领带动作用强、提升产业高端化和现代化水

平的重大项目，由市级领导包保推进。包保

领导电话遍访项目投资主体，坚定投资主体

信心，引导企业落实投资计划，做到应开尽

开、早开快开。

截至4月底，总投资68.8亿元的吉林国

兴6万吨碳纤维、总投资70亿元的蛟河琵河

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30亿元的金隅冀东绿

色新型建材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开

工。这些项目对于推动投资平稳增长，稳定

全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为吉林市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注入新动能、

提供硬支撑。

年初以来，桦甸市突出“1+7”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任

务目标，采取“云签约”等方式，打好敲门招商+以商引商+

云端招商“组合拳”。通过线上线下招商，先后商务签约项

目17个，涵盖食品加工、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旅游开发等

领域，预计实现引资总额30.55亿元。

敲门招商，挖掘优质项目。桦甸市把招商引资工作当作“一

把手”工程，建立“专班+招商”“目标+考核”“赛马+激励”机制，主

要领导带头招商、高位推动，带领招商小组赴南京、上海、天津等

地，主动“敲门”招商。采取走访企业、拜访客商、宣传推介、洽谈

投资等方式，精准对接沟通，深入探讨合作领域和引资模式；完

善招商项目动态信息库，依托园区、驻外办事处、商协会等，开展

对接招商、小分队招商、点对点招商和以情招商。借助重庆吉林

商会资源优势，先后引进咏信保健器材生产、森芝堂保健品项

目，现已开工建设。

以商引商，打造最优环境。桦甸市把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要务”，强化从项目前期审批到生产经

营的“保姆式”全程服务理念。疫情期间，针对复工复产企业，桦

甸市建立“项目秘书”负责制，开启惠企纾困“定制”模式，“一企

一专班”，精准服务。他们深入辖区企业，采取协办、代办、网上

办、线上办的“四办”方式，营造扶商、亲商、安商、助商的助企纾

困浓厚氛围。线上帮助吉林省桦林枫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吉

林省宝奇智慧物流产业中心有限公司完成投资协议起草及论

证。

云端招商，打破地域阻隔。桦甸市全力“捕捉战机、抢抓机

遇”，采用“云洽谈”“云签约”等方式，开展项目洽谈和推介。他

们通过网上洽谈、视频会议、在线签约等方式推进网上招商；通

过电话、微信、电子邮件向意向企业发送关怀问候，加强沟通联

系。疫情期间，线上签约招商引资项目框架协议2个，计划总投

资超10亿元。

不仅如此，桦甸市还坚持高标准、全方位、深层次开展项目

包保服务，持续实施项目建设“四位一体、五项联保”工作机制，

市级领导带头包联推进重点项目，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项目中

心制发《项目服务手册》，明晰手续办理流程，通过统一调度、项

目秘书靠前服务、审批部门和建设单位密切配合等方式，推进项

目建设。疫情期间，桦甸市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方式，对重点

项目日调度，运用容缺制、承诺制、不见面审批等方式完成了再

生资源产业园、森芝堂保健品等13个项目、30件要件的手续办

理，为推动项目开工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截至5月9日，桦甸市已开复工项目31个，预计上半年累计

开复工项目36个，开复工率达90%。其中，新建项目14个，开工

率77.8%；续建项目22个，复工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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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要素保障强化要素保障
项目服务项目服务““再升级再升级””

今年全市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401个，总投资

2267亿元。其中，新建项目189个，续建项目212个。年初

以来，累计开复工291个，总投资1713亿元。

在优化服务方面，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深

入一线开展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具体问题。着力打通项目

开复工的堵点，缓解项目用工、材料、运输问题，企业提出用

工清单，经发改部门协调市疫情防控办转至社区、乡镇，打

通从社区、乡镇到项目工地的人员返岗“绿色通道”，解决了

98户企业5255人返岗问题；集中发放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

通行证、施工人员车辆通行证249张；市商务、住建等部门

开通了生产资料市场到企业和项目单位的“点对点”物资保

供渠道。

在用地用能方面，坚持用地指标跟着项目走，优先保障

疫情防控、重点产业、重要基础设施等项目用地；能耗指标

全市统筹使用，优先保障产业延链、补链、强链项目用能；在

省发改委、省节能评审中心大力支持下，近期完成了国兴6

万吨碳纤维，吉恩镍业6万吨硫酸镍、建龙烧结烟气脱硝3

个项目节能审查；扩大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列入国

家规划的重大项目积极申请能耗单列。

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债券项目上

争力度，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项目，吉林市中心医院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方舱医院和隔离点等项目正在上争支持；加强

交通、能源、水利、城市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领域

项目谋划，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大力发挥“项目中

心+行长”机制作用，强化银企对接服务,全面落实好国家、

省相关金融支持政策。

下一步，吉林市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全力

推动项目开复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和工期抢回来，坚定全

年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401个目标不动摇。

扩大有效投资扩大有效投资
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添动力添动力””

4月29日，在全省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线上推进活动中，

吉林市政府与北京建龙集团就总投资100亿元的钢化新材

料产业园项目进行“云”签约。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增加

产值200亿元。这是吉林市有效克服疫情不利影响，实施

“网上谈”“屏上见”“云上签”的生动实践。

复工复产以来，吉林市坚持疫情防控和招商引资工

作两手抓，积极组织开展“云招商”和重大项目签约活

动。1至4月份，新签约招商引资项目46个，组织开展重

点项目调度督导工作7次。

积极开展线上招商。吉林市常态化开展“网上项目对

接会”“视频洽谈推介会”等活动，采取电话、视频等方式提

高与目标企业的联系频次；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云招商”，分类做好

项目调度和储备工作。

提前谋划线下招商。加紧对接驻外办事机构、重点区

域商协会等资源，为疫情稳定后迅速“走出去”开展“点对

点”招商、小分队招商等市级活动，并更加充分、更有针对性

地利用好东北亚投资贸易展洽会等省级活动开展招商，做

好充足准备，确保活动实效。

抓实产业链招商工作。加强产业链招商引资队伍建

设，采取产业链招商牵头部门、行业龙头企业、项目承载地

联合招商的方式，着力引进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项目。

同时，继续深化产业链研究，围绕吉林市重点产业链进行基

础再调研、项目再谋划，提升产业链招商精准度。

全力抓好到位资金工作。吉林市千方百计为项目资金

到位提供便利条件，加快资金到位进度；进一步落实要素保

障，积极破解征地拆迁、土地供应、手续办理、基础设施配

套、政策落实等方面难题，全力推动未履约的签约项目尽快

履约；逐个项目建立资金到位项目管理台账，制定责任清单

分类推进，确保项目尽早实现资金到位。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项目审批项目审批““加速度加速度””

4月26日，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桦甸市再生资

源产业园项目开展重大项目开评标活动，这是吉林市政数

局为保障复工复产，结合实际，制定个性化招投标推进计划

的一次有益尝试，以“点对点闭环”方式打通了项目招投标

复工复产的“最后一公里”。

吉林市积极推行助力复工复产“容缺办、有序办、安

全办、放权办、延时办”的“五办”措施，全力为企业纾困解

难,有序恢复招投标活动。采取专人专车、“点对点闭环”

方式接送评审专家，提供专家抽取、不见面开标、系统运

行、监督监控等开评标全过程的服务保障。有序恢复招

投标活动以来，已顺利完成吉林化纤6万吨碳纤维项目、

永吉县信息产业园项目等9个春季开工重点项目的开评

标活动。

近日，吉林市政数局还与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联动，采

取不见面远程视频论证、评审等方式，仅用6个工作日，就

完成了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建设试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为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助力项目建设“加速度”，

吉林市政数局主动与相关部门对接，调查了解各县（市）区

和开发区“三早”开复工项目办理线上审批需求，在准确分

析和科学研判基础上，合理调配审批工作力量，确保工程项

目审批服务做到咨询问题答复到位、预约办理登记到位、审

批人员保障到位、审批过程严谨到位、审批时效把控到位、

审批结果反馈到位的“六个到位”。

为确保吉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顺畅运行，

吉林市政数局对上积极协调省政数局，及时解决线上审批

复杂疑难问题；对下加强对各县（市）区和开发区业务指导，

省、市、县（市/区/开发区）三级政务服务部门联动，为项目

申报—受理—审核—审批—发证全流程提供无障碍服务。

年初以来，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累计成交项目

226宗，实现交易额32.11亿元，为国家和社会节资增益

0.43亿元，通过推行电子保函替代交纳投标保证金，累计

为中小微企业释放占压资金0.44亿元；依托省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共为316个工程项目办理审批事项

705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