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兰市白鹅产业园建设步入“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今年，舒兰市白鹅养殖

量由去年同期的21.4万只，增加到82.06万只，

增幅283％。在位于舒兰经济开发区的白鹅产业

园施工现场，几十辆工程车同时作业，集中力量

平整园区地块，全力赶进度。

舒兰市白鹅产业园是舒兰市委、市政府在

“十四五”期间大力推动白鹅产业高质量快速发

展的重点项目。目前已有波司登、白翎羽绒、梦

洁家纺等六家企业意向入园。园区建成后，预

计年屠宰白鹅3000万只，将打造集白鹅繁育养

殖、屠宰加工、鹅绒生产、羽绒制品加工、羽翎产

品生产、饲料生产、研发教研、文化展示于一体

的产业链。

磐石市推行“项目＋干部”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周凇宇）近日，磐石（明城）经

济开发区的项目秘书们深入各个企业了解征

集企业发展、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以便于

及时跟进、调整服务内容，推进企业发展。这

是今年以来，他们每周的工作常态。

磐石市在年初谋划推进全年工作时，把项

目建设与干部培养工作有机结合了起来，选派

了27名年轻干部到5个产业链、96个重点项

目建设一线担任项目秘书。

据了解，项目秘书以“店小二”精神，推

行“一企一策”帮扶和支持措施，为企业纾难

解困。目前，这种创新方式显著提升了磐石

的营商环境，不断增强的软实力正在不断转

化为加快发展的现实生产力，有效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桦甸市推进“三化”服务 打造“三可”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周凇宇）年初以来，桦

甸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聚焦

为企为民服务，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打造“可预期、

可发展、可信赖”的营商环境。

桦甸市开设“领办、帮办、代办”服务

专窗，建立“三级联动”政务服务体系。

建立行政审批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

制、限时办结制等工作机制。推动“互联

网+政务服务”线上办理，实现政务服务

“24小时不打烊”。线下实行“前台综合

受理、后台分类审批、无差别受理窗口出

件”，实现“最多跑一次”。

截至目前，桦甸市各审批部门共受

理各类行政审批事项12.27万件，办结率99.9%，即办件比重达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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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长吉一体化区域重要支点的永吉

县解放思想，树立重商亲商和“放管服”改革理念，全

力构建“体制顺、机制活、政策好、审批少、手续简、成

本低、服务优、办事畅、效率高”的更优营商环境，进

一步加快振兴步伐。

转变思想转变思想 稳中求变稳中求变

怎样才能真正让全县的营商环境有质的变化？

永吉县委、县政府从思想上破题，深化改革，真抓实

干。转变思想，以满腔热忱的服务态度，疏通市场主

体和群众办事的堵点，解决难点问题。召开企业家

表彰大会，印发《永吉县2022年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方

案》，开展“服务企业月”活动，夯实营商环境建设职

责。制发《永吉县政法机关服务企业措施25条》，分

别从强化公安机关涉企服务、加强检察机关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发挥审判职能助力企业发展、加强司法

行政部门法律服务四方面助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聚焦案件投诉举报受理，出台《永吉县优化营商环境

四步工作法》，制定“四步工作法”流程图，设计案件

转办单、移交单及约谈告知单，明确严查快处营商环

境的投诉举报问题，着力解决优化营商环境不作为、

乱作为、慢作为等痛点，倒逼职能部门主动作为，发

挥营商环境建设积极作用。

创新服务创新服务 变中求新变中求新

开通“服务企业直通车”。为解决企业办事周期

长、办事难的问题，永吉县推行“服务企业直通车”，

搭建企业办事“快车道”，为企业“一条龙”提供预约

告知、领办、代办、回访、评价等服务，特殊事项容缺

办理，实现企业快速审批、“一站式”办多项事。目

前，“服务企业直通车”已为县域企业办件260余次，

受到企业一致好评。

建立公共资源交易“指导员”机制。针对市场交

易主体不熟悉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法规、交易流程、提

交材料不规范等影响招标效率的痛点问题，永吉县

探索建立“指导员”机制。一个重点项目配备一名业

务骨干，先期主动对接项目所在的政府部门，实时跟

踪了解项目包装、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信息。制定指

导事项清单，开展规范化指导，服务到位不越位，确

保项目条件成熟后，以最快速度进入招投标环节。

建立项目“服务员”工作机制。为了破解采购需

求不规范、项目公告信息不准确、采购项目预公示不及

时等影响项目按时开展招投标的问题，永吉县探索项

目“服务员”机制，建立服务台账，专人跟进服务，确保项

目注册、信息审核、场地预约等工作快速完成。通过项

目“服务员”对接，永吉县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项目、

2022年水毁桥涵改建工程建设项目、碾子沟水库灌区

渠系水毁改造工程项目等重点项目和应急项目顺利完

成了招标工作，为项目按时开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财财”“”“才才””支持支持 新中求好新中求好

过去拼资源、拼政策，现在更多的是拼服务、拼环

境，永吉县领导相信“种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

凰”。为此县委、县政府在企业资金保障上下功夫，经

常性组织开展“银企对接”，充分发挥“转贷金池”作用，

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年初至今，当地已开展线上“银企对接”会4次，“转贷

金池”周转资金4100万元。稳经济，计划出台转贷应

急资金惠企政策，减免部分转贷应急资金利率，减轻

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压力。

永吉县在人才保障上下功夫，建立重点企业用工

常态化服务机制，实施企业用工动态监测，结合“百人

助百企”等活动，建立与重点企业联动机制。开展“迎

春风·战疫情”企业用工系列招聘活动，为企业和求职

者提供网络招聘服务。推广应用“96885吉人在线”一

体化服务平台，及时为90余户县域企业注册平台，发

布用工信息。建立“两员一师”服务队伍，对高校毕业

生、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进行“一对一”包保，并提供

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创业支持等服务，全力做好特殊

时期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保障企业用工。

保障投资保障投资 好中求强好中求强

为了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永吉县结

合实际，持续优化招商引资政策，解决土地成本过

高、用地紧张、项目储量不足、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

不对称等问题。建立永吉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总投资2.25亿元，占地面积9.1万平方米。截

至目前，已签约落地瑞尔康眼镜、耀迅电子、联科石

墨、佰丰科技等7个生产加工型企业；新引进利迪商

贸、炎展、鑫达等总部经济企业共42户，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11亿元，税金5000万元，就业2000人，使永吉

县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吉林市昌邑区“七边”治理行动见实效
本报记者 李婷 冯荟羽 周凇宇

初夏时节，走进昌邑区，绿树掩映，草木

含香，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在民主街道“口

袋公园”内，市民们在树荫下唠着家常，孩子

们在一旁嬉戏玩耍……吉林市开展“七边”环

境卫生治理行动以来，昌邑区迅速掀起整治

热潮，全力打造山青水净、管理有序的城乡环

境，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在治理行动中，昌邑

区按照“城市、农村一体

推进，硬件、软件同步创

建”原则，昌邑区开展垃

圾、堆放物（柴草）、违建、

野广告、占道经营、安全

隐患“六项清理”；空中线

缆、基础设施、污损墙体、

乱停乱放、小片荒、不文

明行为“六项治理”；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无障碍设施、消防设

施、环卫设施、公益广告、

创城材料“六项完善”，全

面提升城乡品质形象。

自去年以来，全区截至目

前累计拆除违章建筑344

处 ，清理野广告 30107

处、占道经营1034处、垃圾8228处、柴草垛

271处、安全隐患192处、小片荒411处。

高铁沿线环境是城市形象的窗口，也是

列车安全运行的保障。昌邑区境内高铁沿线

长45.5公里，其中有14.5公里的城区段两侧

多为老旧小区和办公用房，存在老旧破、脏乱

差等问题。

昌邑区按照“七边”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要求，将高铁沿线作为“七边”治理重点，主

动作为，积极协调，与铁路各站段合力推

进。他们通过“一套指挥系统”高效推动，

“一个工作专班”具体落实，“一个闭环流程”

推进整改，“一本台账”动态销号管理，“一套

机制”常态长效监管，“十个基础作战单元”

同一要求、同一标准、同一目标，同步推进高

铁沿线环境安全治理工作；采取实地踏查、

乘动车录制视频、无人机航拍等多种方式，

对铁路沿线的环境卫生问题进行无缝隙、全

覆盖式的排查。目前，全区已经开展了4轮

铁路沿线的集中整治，清理平整出大型地块

4000平方米、小型地块1020平方米，用于绿

化美化。

如今，昌邑区境内的铁路沿线目之所及

之处，鲜花、绿草迎风而立。

今年，为全面提升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的生产生活秩序和公共卫生环境，实现城区

环境提品质，城乡接合部有秩序，农村环境要

美丽，昌邑区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昌邑是

我家 文明靠大家”城区品质大提升行动，激

发人在昌邑、根在昌邑、情系昌邑的“内涵品

质”，以最美最优的状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在吉林市临江门江边广场，法官向老年

人进行普法宣传，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典型案

例，受到老年人的热烈欢迎；在正阳供热管理

有限公司，法院干警与企业进行走访座谈，为

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从法律

角度提供多条解决措施；在安家村，法官对一

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以巡回审判形式将法

庭“搬”到当事人家门口，并现场为村民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

近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以服务

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为重点内容的“三

服务”活动，全市两级法院干警深入企业、社

区、农村，及时了解群众、企业、基层的利益

诉求、司法需求和实际困难，提供精准的司

法服务。

“三服务”活动是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全

面落实省委、省高级人民法院“基层建设年”

活动部署，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

基层解难题”主题活动，以强有力司法服务和

保障对冲疫情影响，高效推动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的具体举措。

为解决一批涉及群众利益的民生问

题、困扰企业经营的瓶颈问题和制约基层

发展的短板问题，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从

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健全完善诉讼服务体

系、持续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扎实推进暖企

政策落实等方面入手，结合法院工作实际，

制定了一系列司法服务与保障措施。其

中，服务群众措施 19条，服务企业措施 17

条，服务基层措施 13 条。对于打击犯罪，

为企业量身开展“法治体检”，深入参与根

治欠薪等群众、企业、基层普遍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都制定了详细务实的举措。

为加强活动统筹协调，吉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还组建了“三服务”活动工作专班，建立

院级领导包保基层制度和常态化工作提醒机

制，并制作工作清单、加强进度调配、做好节

奏管控，确保活动落实到位、收到实效。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法院以深入

开展“三服务”活动为切入点，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企业生存发展和基层弱项短板，不断优

化法治营商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在司法领域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际行动在服

务保障吉林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展现新

作为。

服务群众 服务企业 服务基层

吉林市法院启动“三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李婷 丁美佳

吉林市作为全省备春耕工作部署最早、返乡农民集

中转运最早、开启春耕生产最早的地区，旱田播种已全

部完成，水稻插秧已完成99%以上，春耕生产基本结束。

据了解，吉林市的旱田播种是从4月19日启动的，

到5月17日全部完成，旱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857.8万

亩，目前已陆续出苗；水稻育苗从3月24日开始，水稻

插秧从5月4日开始，截至6月1日，已完成199.09万亩。

在桦甸市，吉林出彩农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克服旱

情影响，积极抢抓农时，已于5月28日完成213公顷的大

豆播种任务。董事长郭庆江说，今年的大豆种植全部采

用机械化作业，播种进度快，种子播撒均匀；除部分试验

田外，大豆种子全部选用与吉林市农科院联合培育的

“九兴豆1号”品种，确保大豆高油高产。

舒兰市平安镇学明水稻种植家庭农场，早在5月4

日就开始水田插秧，揭开吉林地区乃至全省插秧的序

幕。5月20日，舒兰市又在法特镇王大村举办了2022年

水稻有序机械抛秧现场会。据介绍，这项新技术，是用

机械将秧苗连同营养土一起均匀撒抛在空中，使其根部

随重力落入田间定植。这种方式弥补了手抛秧分布无

序、疏密不均及插秧机行距不可调等缺陷，具有无缓苗

期、入泥浅、返青快等优点，能有效避免倒春寒带来的危

害。

近日，记者在磐石市牛心镇兰家村看到，水田里随

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据了解，该村的水稻生产，从

育苗、插秧到施肥、田间管理以及收割环节，都采用大数

据远程监控，确保其水稻成为具有独特地理特征的优质

产品。村支书谷月宝说：“我们一方面与中科院合作，安

装了土壤水质监测设备，保证水稻生产的安全性；另一

方面，在生产过程中统一品种，选择优质的小粒型品种，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证大米品质。

吉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徐有吉表示，春耕生产能够

顺利开展，农民按时返乡是关键。疫情期间，他们在交

通、交警、卫健等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在全省率先启动农

民返乡组织转运工作，各地区共接收返乡农民96899人，

集中转运返乡农民21批次6485人。

永吉县：多措并举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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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县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吉林市东福米业水稻插秧已完成

昌邑区“七边”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舒兰市白鹅产业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