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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松原天蓝地绿，一派生机盎然的美好景象。与这

景色相映相生的，是走出疫情阴霾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的城

市。企业重新启动生产、项目逐步恢复建设、商贸市场再现生

机……这一切，是松原市坚决守住疫情防控底线，全力推动经

济发展企稳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结果。

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步向好，

松原市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在全市深入推进“十比十

赛”，全面开展“走遍松原”等活动，力促各行各业开足马力，加

快生产，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复苏。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今年3月以来，受疫情影响，企业大部分停产。为第一时

间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松原市紧扣全市中心工作，结合“基层

建设年”“转作风、抓落实、促振兴”等活动，在全市上下深入开

展了“走遍松原”活动，从市级领导干部、县处级领导干部、普

通干部三个层面，组织全市各级干部深入企业，全面开展大走

访、大调研，宣传贯彻助企政策，了解企业困难，疏堵点、解难

点、聚集点，解决疫情“后遗症”问题，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帮助

企业恢复发展信心。截至5月15日，全市已有近6000名党员

干部深入千户企业，帮助解决各类问题1000余个。全市208

户规上工业企业已于4月18日全部复工复产。

在松原市经开区嘉吉园区记者看到，企业在有序地恢复

生产，在建的项目也已陆续开工，整个园区一派生机勃勃的生

产和建设场面。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服务嘉吉生化等重点企业

保障生产，城市静态管控后，嘉吉园区迅速落实松原市和经开

区要求，开展疫情期间24小时驻企服务，为企业随时解决物资

运送、车辆运输、防疫物资短缺等困难，共为企业办理成品运

输车辆应急通行证45张，解决口罩15000个、防护服2000套

等，为企业防疫和正常生产提供了保障。

为更好地推动企业重振信心，快速恢复生产，松原市积

极抓好政策落实，围绕头部企业、骨干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重点商贸服务业企业等各类企业，总结归纳了2020年以来系

列复工复产、“六稳”“六保”政策，全面落实省里新出台政策，

制定出台符合松原实际的扶持企业复工复产34条等相关具体

措施，建立惠企政策清单，为企业提供“点餐”式服务，确保惠

企政策精准落实。设立促进企业发展资金池，单户企业最高

奖补额度达30万元。同时，组织开展局长“政策大讲堂”活动，

深入企业宣讲政策，保证了政策直达企业，有效落实。

为让企业安心生产，松原市积极引导帮助企业抓好防疫

安全。针对每户企业的实际情况，“点对点”制定了企业疫情

防控方案，建立防疫工作台账，实行“一企一策”网格化管理，

现场指导企业落实防控措施。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

防疫物资短缺等难题，仅吉林油田、嘉吉生化、松原石化等重

点企业，就累计提供各类防疫物资价值2890万元，为企业提供

帮助。

对于企业生产防疫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松原市高度重视，

专门成立复工复产协调服务专班，制定出台《关于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政策措施》《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业工作方案》等政策，着力解决

企业在防疫、交通运输、用工、信贷资金等方面的难题。

据松原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5月11日，松原市50户省

级重点工业企业中，吉林油田、嘉吉生化等42户企业已实现满

负荷生产，博晟塑业、吉星新能源等8户企业生产负荷已达

80%以上。443 户规下工业企业已复产 241 户，复产率为

67.8%；剩余202户企业主要受用工成本增加、订单减少等市场

因素影响，没有复工意愿。7户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41户

重点培育的“专精特新”企业已全部复工。209个在建建筑类

项目已复工50个，复工率为24%，其余正在有序复工。28户规

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已全部复工。174户限上商贸企业和111

户限下商贸抽样企业已全部复工。

项目建设全面提速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一直以来，松原市都高度重视项目建设，在全市牢固树立

“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项目落地是评价标准”的思想。近两

年来，围绕“六新”产业、“四新”设施，松原市积极做好项目谋

划和储备，全面开展“比招商引资·赛项目建设”活动，连续实

施两轮招商引资“百日攻坚”行动，全力推进项目征拆、审批、

融资等前期工作，为实现项目建设高起点开局夯实了基础。

在2月28日全省春季项目集中开工当日，松原市共开复

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87个。4月28日，又集中开复工5000万

元以上项目40个。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

项目184个，总投资132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83亿元，春季项目开复工率达100%。到二季度

末，该市还将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57个。

“在吉林省和松原市的帮助下，解决了我们

跨省采购运输钢材问题，有力保障了项目建设材

料供应，项目的黄金建设期没有缩短，为早日投

产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万分感谢。”中车新能源

装备制造基地项目现场建设负责人介绍道。

为更好地抓实重大项目建设，松原市组建了

工作专班，建立市县两级联动包保制度，重点围

绕中车松原新能源基地、中溢新能源电池负极材

料、乾安鲁固直流50万千瓦风电等18个10亿元

以上项目，实行“每日一报”精准调度，及时研究

解决问题，做好全流程跟踪服务，安全有序推进

项目建设。目前，这些项目全部建设顺利。

对于重点项目，坚持分类施策管理。建立开复工情况台

账，采取“一企一策一专班”的工作模式，从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施工现场组织、项目服务调度等方面，对重点项目实行分

类管理。对在建项目，实行人员“点对点”闭环管理，逐一梳理

解决项目用工、材料运输、防疫物资等问题。中车新能源装备

制造、吉林油田产能建设等10个重大项目在疫情期间始终未

停工。对停工项目，坚持“一项一策”，实施定向帮扶，协调解

决项目堵点、难点，为项目复工创造条件。山鹰纸业、长太高

速等91个因疫情停工的项目在3月末全面复工。

工作中，他们不断强化项目的服务保障，实行“特事特办”

的服务模式，通过部门联动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以容缺、承诺

等方式，帮助项目单位解决实际困难。3月11日疫情管控以

来，该市依托在线平台共审批项目71个，总投资72亿元。

社会事业扎实推进社会事业扎实推进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同时，松原市还积极抓好

社会事业建设，紧扣民生和社会保障建设，切实提升全市居民

的生活品质，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围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定民生类项目260个，比

去年增加了102个，总投资273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109亿

元，其中市本级民生项目81个，比去年增加38个，总投资74.6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20.4亿元。截至目前，松原市已开复

工民生项目119个（市本级22个），完成投资6亿元。围绕城市

功能补短板，实施路网建设、绿化提升、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

造等城建项目79个，总投资100.3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39

亿元。目前，已开复工21个，完成投资6.3亿元。

为将民生实事办实，城建事业办好，松原市对于所有城建

项目和民生项目，逐一明确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

完成时限、保障措施，超前做好资金筹措、征地拆迁等

前期工作，做到及早开工、快速建设。特别是对于“十

大城建项目”“十大民生项目”，坚持“一项目一策”“一

工地一策”，全力保障防疫物资、建设物资、交通运输、

人员配备等需要，目前“十大民生项目”开复工9个，“十

大城建项目”全部开工。

为更好地推动城市发展，松原市聚焦长远，启动了

第二批全域系统化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申报

工作。计划依托松花江构建“一江两屏、三廊、一网、多

点”的生态安全格局，完善区域防洪体系和流域生态基

础设施，编制海绵城市建设10项涉水规划和6项实施

方案，确定实施4大领域39项工程，总投资42.9亿元，力争经

过三年努力，把松原打造成海绵城市建设全国样板。目前，已

通过省里申报答辩，被纳入吉林省向国家推荐“十四五”第二

批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示范备选城市。

同时，松原市始终牢固树立“大安全”观，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15条硬措施”，常态化开展各领域风险排查，突出重点领

域监管，全面启动自建房安全整治，不断加强应急能力建设，

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抓好民生社会事业建

设，松原市以积极稳健的措施，努力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降到最低。一季度，全市GDP同比（下同）下降1.7%，规上工业

总产值增长12.1%，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8.2%，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下降3%，地方级财政收入下降21%。进入4月，各项指标呈现

企稳回升态势。全市规上工业增幅比上月提高7.6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比上月收窄7.3个百分点；地方级财政收入

降幅比上月收窄2个百分点。

下一步，松原市将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统筹发展

和安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实抓细各项工

作，以更加着实、更加厚重的工作成果，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强化企业帮扶 突出项目带动 紧扣民生发展

松原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步向好
本报记者 张红玉 王学雷

打造秀美松原。

吉星新能源有限公司日产60万方天然气以及提氦项目加

快建设步伐。

乾安农网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中车松原新能源基地项目。

吉林油田新215区块16号大井丛平台。

春耕生产顺利推进。

学校陆续复课。

飞达集团顺利生产。

市场蔬菜品种齐全，价格稳定。 商超全部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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