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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沃野茫茫、江河纵横、物产丰饶的

城市，这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

的城市，这是一座朝气蓬勃、心怀梦想、辉煌巨

变的城市……

这里，就是吉林西部中心城市——松原。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一个

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迎来更多机遇，作为孙中山

先生《建国方略》中构想的松嫩两江交汇处东北

枢纽城市，松原历史全新的一页定格在了1992

年。这一年的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松原

市；7月，新组建的松原市委、市政府正式挂牌

办公。从此，这座年轻的城市拉开了加快发展

的全新序幕。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 1992 年到 2022

年，30年发展变迁，年轻的城市，在探索、徘徊、

奋进中凝聚了太多的过往与回忆，光荣与梦

想。

30载春华秋实，从百业待兴的小城，到如今

四县一区协同发展、各业兴旺的中等城市，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松原人艰苦奋斗，一路

向前，用勤劳和汗水，书写了自己的经济社会发

展史。

30年时光流转，从两县合一的小城，到城区

建成区面积80平方公里的美丽城市，紧紧抓住

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松原人筚路蓝

缕，只争朝夕，书写了城市建设从百废待兴到化

蛹成蝶的传奇篇章。

30度风雨沧桑，从量变累积到质变飞速，今

天的松原，已然从一只灰色的丑小鸭变成了美

丽的白天鹅。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

路宽阔通畅，一个个公园草木飘香，一座座大桥

连接南北，一座座村庄富裕美丽……在这里，历

史与现代辉映，产业与城市共融，活力与文明彰

显，城区与乡村联动，一座经济繁荣、城乡共进、

生态秀美、活力开放、生活富裕的幸福之城傲然

屹立，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着更加

幸福的生活。

30年，兴起一方产业

作为新兴的城市，和大多数的资源型城市

一样，松原市也必然要走过一个因资源而兴再

到因资源递减而不得不面临阵痛转型的发展过

程。

值得欣慰的是，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过

程中，虽然历经各种社会变革带来的冲击，但松

原的历任党委和政府都能做到认识清醒，目标

笃定，勇毅前行，这才有了松原今天的发展成

就。

时间回溯到 1992 年，刚刚组建的松原市

委、市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和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要求，研究制定了全市经济三年跃上新台阶

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具体措施，确立了以

开发石油代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重

点，以小区开发为示范，以区内中省直四大企

业为依托，以优惠政策为保证，以项目带动开

发、农工贸一体化，长短结合、梯次推进的经济

开发战略。

1992年，松原市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30.9

亿元，粮食总产量 351万吨，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19亿元，城乡人均收入分别为2104元和767

元。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刚刚成立的松原

市百业待兴。全面打开松原各项工作新局

面，也成为当时的市委和政府最迫切要答好

的试卷。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新的松原

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强化农业基础，突出发展

‘三业’（工业、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全面开发

开放，加快城市建设”的五年发展规划并脚踏实

地全力推动实施。克服困难，砥砺奋进，到1997

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5.6亿元，全口径

财政收入达到11.4亿元，全市乡及乡以上工业

总产值达到39.9亿元，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到15.5亿元。

五年探索实践，年轻的松原更加自信、成

熟，发展路径也更加清晰、坚定。在1998年召

开的市二次党代会上，松原市提出了“坚持开

放先导、科教兴市和资源转换，努力构造石油

化工、粮食深加工和畜产品加工‘三大支柱’产

业的发展战略”，正式拉开了破解一油独大难

题、构筑多元产业格局、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的

大幕。

从1998年市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努力构建

石油化工、粮食深加工和畜产品加工‘三大支

柱’产业”，到 2021年市七次党代会上确定的

“紧扣‘一主六双’建设国家级绿色能源示范区

和东北新型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可以看出，

松原建市三十年来对自身发展定位的认知和实

践，一直是笃定和坚持的。

战略指明方向，观念引领行动。不唯、不弃

资源优势，紧紧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做文章，扎

实推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年轻的松原，

走出了一条资源型城市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的

希望之路。

数字最有说服力，到2021年，松原市地区

生产总值、地方级财政收入等主要指标增速居

全省上游，经济总量提升至全省第三位。新旧

动能转换提速，累计建设 5000 万元以上项目

856个，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跃居全省前列。现代

农业蓬勃发展，粮食产量连续十年超过140亿

斤、稳居全省第二位，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在松

原召开。工业转型步伐加快，嘉吉200万吨玉

米深加工扩能、飞达杭萧装配式建筑制造等一

大批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油田风光发电、山鹰环

保造纸等百亿级项目落地建设。服务业提档升

级，生态旅游、现代物流、直播电商等产业成为

新的增长点。

30年发展，松原迎来了百业俱兴的发展前

景。

回看松原三十年的探索实践，既是一部发

展定位的认知和选择史，更是一部思想解放、苦

干实干的实践史，坚定的松原人民紧随时代变

革，突破发展局限，一次次选择，一次次出发，经

历曲折、战胜彷徨、一往无前，迎来了全新跨越

的美好现实。

立足现在，未来可期。“致力经济转型升

级，坚持强一产、壮二产、兴三产，聚焦‘六新产

业’，推进‘5+5+N’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新格局。”这是松原市第七次党代会上

对产业发展的新的目标定位。坚信，三十而立

的松原，脚踏 30 年的发展积淀，必将登得更

高、行得更远。

30年，建起一座新城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每一座城都有它

自己的品格和魅力、历史和荣光，城市塑造了

百姓，百姓也见证了它的发展和变迁。

作为一座建市仅仅30年的新兴城市，松原

百姓亲眼见证了它的变化和成长，每一条新

修的道路、每一片新建的楼盘、每一个新修的

公园、每一座新建的大桥、每一处新开发的商

区……从喜悦到欣慰，从认同到点赞，百姓见

证着城市的变化，也享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

美好生活。

时光再次回溯到1992年，松原市委、市政

府成立后，就充分认识到两个县城区合在一起

的市城区城市基础设施有很多短板。所以，在

当年的规划中，虽然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决策

者们还是将城市建设作为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

的工作来推进，确立了“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地

上与地下同步、生产与生活配套、新建与改造并

举、长远与当前结合”的城市建设原则，制定并

实施了《中心城市规划管理的暂行办法》，启动

实施了第二座松花江大桥建设方案等一批城建

项目，稳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建设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繁重而

又艰巨的任务，我们要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把

松原市建设成为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市容市貌

明显改观、城市交通比较便利、邮电通讯四通八

达、人民生活安定舒适的新兴石油化工城。”在

建市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松原市郑重写

下了城市建设五年规划。

到1998年，松原市城区改造和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改建了松原火车站、扩建了松花江

大桥，改建、新建了多条城区主要街路，建成了

江南、江北两个商贸小区，开通了多条公交线

路……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2000年，历史进入新的纪元，在国家大的发

展背景下，松原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建设也迎来

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到2006年末，松原的中心城市面貌已然发

生了巨大变化：城市道路工程、防洪工程、燃气

工程等日趋完善，郭尔罗斯大路、松原大路、伯

都讷大街、锦江大街、世纪彩虹桥等城市主要道

路建成通车，中心广场、伯都讷、东镇、和平、平

安等广场相继建成，而且随着道路的畅通，城市

房地产开发紧紧相随，一片片低矮平房相继变

成一个个花园般的住宅小区，现代城市的雏形

一点点显现出来。

接下来的几届政府，一脉相承地深入实施

中心城市带动战略，不断完善中心城市总体规

划修编，全面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城市绿化、

美化、亮化水平不断提高。

到2011年，松原市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已

达到5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休闲、宜居的城

市风格初步形成。

到2016年，江南九纵五横、江北五纵四横、

两岸三桥的城区主干路网构建成型，中心城区

建成区面积达到67平方公里，大气精致的城市

形态逐步呈现。

2021年，松原市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城

市精细化建设和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现代化

大交通格局构建完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协

同发展格局形成，一幅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区域

协同联动的新图景正在绘就。

1992年至2022年，风雨30年，一个人从婴

孩到而立，一座城从稚嫩到成熟。从基础设施

极其薄弱的小城，到如今绿色生态、现代大气的

精致新城，松原这座新兴城市的崛起蜕变历程，

是一条创新之路，更是一曲奋进之歌。

“回望过去的三十年，最令松原人骄傲的是

我们新建了一座城，我们生活在这里，看着它从

灰头土脸到精致洋气，感受着从‘城乡接合部’

到真正城市生活快捷便利的转变，享受着因城

市发展带来的骄傲和幸福，我们爱这座城市，愿

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美好。”一位

从事多年城市建设的工作者动情地对记者说。

三十年翻天覆地，松原人对这座城市的热

爱都体现于对决策者每一个决策的理解和支持

上，体现于对城建带来不便的包容和体谅中，体

现于对每一项城建成果的点赞和宣传上，以及

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美好期待中。

时光流逝，白云苍狗。30载时光，年轻的松

原冲破束缚，化蛹成蝶。展望未来，怀揣对经验

的坚守、对现实的善意、对未来的果敢，勤劳智

慧的松原人必将携手自己的城市，奔赴更加美

好的明天。

30年，造福一城百姓

一座城市的发展，关乎着一城人的幸福。

松原30载沧桑巨变，与城市发展紧紧相关的，

是百姓生活的巨大变化。

从百业待兴到各业兴旺，从破旧小城到现

代新城，百姓生活从日渐变好到全面小康……

30年来，松原市各届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牢记“满足人民群众

的幸福诉求是党和政府的责任”，通过强化经济

发展、加快城市建设、促进民生改善，让百姓在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变化中，收获满满

获得感、幸福感。

翻开松原30年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历

届党委和政府都在用一项项具体举措的落实，

一次次印证着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嘱托。

时光回溯到1992年，翻开当年的市一次党代

会报告，可以看到，对于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的描述

是：“全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4.6亿元，城

镇人均收入2104元，农村人均收入767元。”

在接下来的五年发展规划中，在确立了经

济发展路径和具体实施措施后，再一次强调了

民生建设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具体的目标

和措施。

“199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58

亿元，年均增长28%，人均储蓄额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2001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4521元和2075元。”

“2006年，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

到10050元和3820元。”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是2006年的

1.8倍和2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5平方

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8平方米。”

“2016年，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突破3万元和1万元大关，分别是2011

年的1.6倍和1.4倍。”

“五年来，累计完成530件民生实事，民生

支出占全市财政支出总量的86.4%。7.2万名

贫困群众全部脱贫。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松原经济发展每前

进一步，民生改善就跟进一步。

这改变，不仅体现在收入的提高上，更体现

在保障的健全上，体现在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

上，体现在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上，体现在城乡

教育和文化水平的不断进步上……

从建市之初的并不明确的民生改进措施，

到逐步建立民生实事制度；从拿出更多财力搞

民生建设，到民生支出占全市财政支出总量的

86.4%……30年来，松原的城市越发展，决策者

们把民生建设放得越重，把百姓需求看得越

重。这双向的奔赴，是那么的美好和幸福。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居全省上游，“过了关”

的营商环境获得各方点赞，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文化生

活丰富多彩……当下足以告慰过去，梦想可以

照进未来，30载砥砺奋进，30年热情建设，30年

华丽变迁，松原人感受着实实在在的幸福。

波澜壮阔三十载，意气风发看今朝。30年，

松原人没有辜负这伟大的时代，一路披荆斩棘，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未来，松原人将站在

新的起点上，继续追梦的脚步，向着建设“经济

繁荣、城乡共进、生态秀美、活力开放、生活富

裕”的新松原努力奋斗。

奋进的足迹奋进的足迹 崛起的新城崛起的新城
—— 写 给 松 原 建 市写 给 松 原 建 市 3030 周 年周 年

本报记者 张红玉

←早期的
松原火车站

↓新建的
旅客铁路 、公
路 、城市交通
零换乘松原火
车站。

↓↓如今共有三座大桥连接江南如今共有三座大桥连接江南、、江北江北。。
这是其一这是其一。。

→当年仅有的一座连接江南江北的
大桥。

→多年前还未
建设的城市道路。

↓四通八达的
城市路网构建完成。

改造后的查干湖景区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