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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
来 ，乾 安 县
狠抓项目建
设 ，挂 图 作
战 ，充 分 做
好要素保障
工 作 ，力 争
项目早日投
产达效。图
为拓北拓年
产36万吨饲
料 加 工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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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台 优机制 频互动
松原对长合作19个项目落地 总投资140亿元

本报讯（徐达 炼金山 记者张红玉）松原市与

长春市开启对接合作工作以来，打出“产才融合”

牌，建立松原“人才之家·项目专班”实体平台，构

建“专班化推进、机制化落实、项目化实施、常态化

运行”工作机制，在全面对接中形成了有效互动，

推动产业项目、干部人才合作成果加速落地。截

至目前，两地市县各层面累计开展对接100余次，

双方确定产业项目58个，总投资额444亿元。其

中，落地建设项目19个，总投资额140亿元。

建平台，强化对接合作承载力。聚焦对长合

作深入精准开展，强化“人才之家·项目专班”功能

定位，集中入驻市人才中心、项目中心、招商中心

和审批中心四个工作关联度高的单位，成立对长

合作、乡村振兴两个工作专班，通过专兼结合方式

抽调50余名年轻干部集中办公，专门承接对接合

作、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工作，实现项

目有人引、引来有人接、落地有人管，达到人才资

源与产业项目融合共生的目标。

优机制，提升对接服务内动力。明确专人牵

头，负责专班运营工作，完善岗位职责、规章制度

和运转机制，保证专班工作高效运转。围绕“干什

么”“怎么干”“干成什么样”制定组织体系图、工作

流程图，运用“五化”工作法推动工作有目标、有抓

手、见成效。建立4项任务清单，先后组织召开19

次对接合作工作调度会，做到项目清单化推进、跟

踪式销号。采用“赛马机制”，从合作项目、日常工

作两方面进行考核，排名评比定期通报。加强各

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保证上下信息对称、政令畅

通，加快推进合作事项进程，形成工作闭环。

频互动，推动对接合作见成效。依托“人才之

家·项目专班”，紧盯长春市和吉林大学优势资

源，重点在项目合作、产学研联合攻关、科技成果

转化、干部人才交流上加大合作力度。截至目

前，对接事项由互访对接转向事项对接、项目对

接，对接主体由政府部门延伸到企业与企业之间

的对接。在产业项目合作方面，两地共谋划确认

的58个产业项目，其中长太高速公路、蒙泽牧业

肉牛繁育养殖、天禾圆牧业养殖扩建等19个落地

建设项目正在顺利推进。吉能投乾安20万千瓦

风电、扶余三井子风电场五期300MW扩建等6个

项目近期拟开工。签约未施工项目9个，正在洽

谈项目24个。在干部人才合作方面，与吉林大学

对接合作项目32个，其中落地15个，正在对接17

个，重点包括吉林大学松原技术转移中心正式落

地启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松原医院挂牌成立。

与长春市互派干部57名，共享158名“高端智库”

专家名单，16位省内顶级专家被聘为松原市决策

咨询委员会顾问。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走进宁江区伯

都讷南街海绵化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大

型吊车和工程车忙碌穿梭，挖掘机将挖

沟槽里的泥土装车……“该项目计划于9

月完工，为争取早日完成项目建设，施工

人员正在加班加点作业。”松原市海绵城

市建设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7月 1日，松原市全面启动了系

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计划利用

三年的建设，让广大市民居住的家园发

生改变，生活越来越幸福。据悉，松原将

在2022年至 2024年三年示范期内，聚焦

雨水问题，以缓解城市内涝和提升人居

环境为目标，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居

住社区海绵城市改造、海绵型道路广场、

海绵型公园绿地、雨水调蓄设施或自然

调蓄空间建设、水系治理、雨水管网与泵

站建设、管网排查与修复、GIS平台建设

和水利设施工程9类972个工程，总投资

61.74亿元。其中，2022年建设项目共262

项，投资22.7亿元；预计2023年建设项目共

413项，投资27.25亿元；预计2024年建设

项目共297项，投资11.79亿元。

为全方位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松原

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为双组长的

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设置市海绵城

市建设工作专班。海绵城市建设坚持遵

循“15432”工作思路，整体工作围绕1个

目标、总体规划坚持5项原则、项目建设

突出 4个层面、项目运维施行 3全管理、

资金保障做好2个支撑。通过系统化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打造沿江低洼平

原地区统筹推进防洪与内涝治理示范、

北方寒冷地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示范、

发展不充分地区经济高效建设海绵城市

示范。

松原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一直以来，松原市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纵深推进“放管服”改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跑出了转型发展的

“松原速度”。2021年，松原市经济增速和招

商引资总量始终保持在全省前三，新增市场

主体4.6万户，同比增长40%，企业的投资意

愿和发展信心节节攀升。

目前，松原市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实

现了“最多跑一次”，通过将驻政务大厅所有

部门整合组建成“功能型党委”，打破了部门

间审批壁垒，百姓办事“既能找窗口，更能找

支部”，实现了“一次办完、一站到底”，极大

地提高了办事效率。全市所有工程建设项

目实现“一窗受理”、材料线上流转、事项并

联审批，平均审批时限由原来的189个工作

日内，最短审批时限压缩至13个工作日。

今年，松原市着眼于项目建设速度，继续

在行政审批流程上“做文章”。与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关系密切的9家试点单位的平均审批

时限，已由优化后的7.7天/项又大幅压缩到

了2.2天/项左右，部分事项的审批时限可以

比肩国内一线城市，项目建设速度实现从“量

变”到“质变”的飞跃。中车新能源建设项目

仅用15天时间，就完成了正常情况下至少3

个月才能办结的15项前期手续，打造了从“最

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用跑”的松原样板。

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松原市也把扶持企

业发展壮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本轮疫

情发生以来，松原市开展了一系列助企纾

困、推动复工复产的措施。开展“走遍松原”

活动，组织全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研走

访，事必躬亲解决群众问题；组建147个助企

“微服务”微信群，向11000多家企业精准、实

时推送政策，回应企业诉求；主动纠错复活

失信企业，累计为664家企业重塑信用，解决

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因存在失信记录“融资

难”问题，年初至今累计发放扶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贷款148笔，放款金额8.6亿元；全市

在63个领域建立了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

领域数量为全国地级市平均水平2倍，“守信

者无事不扰，失信者处处受限”的新型市场

监管格局已经形成。

松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王欣欣）今年以来，松原

市聚焦援企稳岗纾困重点工作，在“降、缓、

返、补、扩”上下功夫。

其中，“降”指的是延续执行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延长至

2023年4月30日，失业保险费率继续执行

1%的缴费比例，一类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

工伤保险费率下调50%。延续执行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降低费率政策以来，在2022年

5月至2023年4月降费周期内，松原市本级

失业保险惠企金额9228万元，惠及企事业

单位1462家。

“缓”指的是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

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的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费单位应缴纳部分阶段性

实施缓缴政策。已在业务经办系统中为欠

费不超过一年的企业，统一设置为免收滞

纳金，缓缴政策免申即享。目前，已有326

户欠费企业进入自动缓缴状态，惠及5751

名参保人，养老保险缓缴金额1161万元，失

业保险缓缴金额48万元，工伤保险惠企金

额5339.7万元，惠及企事业单位1924家。

“返”指的是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对符合稳岗返还条件企业返还失

业保险金，帮助困难企业克服疫情影响，渡

过难关恢复发展。截至6月末，发放稳岗返

还资金3674万元，惠及997家企业，稳定岗

位7.67万个。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1400万元，惠及企业1101户，稳定岗位2.8

万个。

“补”指的是企业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按照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

贴。目前，已经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198

万元，惠及1131人。

“扩”指的是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

扩围政策，对2021年度符合领取失业补助

金和临时生活补助条件但未申领的参保

失业人员、已申领但未满六个月失业补助

金和三个月临时生活补助的参保失业人

员及2022年1月1日之后新发生的符合条

件的参保失业人员继续发放失业补助金

或临时生活补助。目前，已经发放失业补

助金242万元，惠及338人。“幸好有政府

的雪中送炭，返还失业保险稳岗资金，这

些资金将在一定程度上解企业、行业的燃

眉之急。”“这笔失业保险稳岗资金返还给

我们吃了‘定心丸’，让我们知道政府一直

在关注并帮助我们。”好的政策得到了市

民的称赞。

打好助企纾困“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王学雷）乾

安县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公共服务条件，不断提升乡

村共建共享水平，进一步提高

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强化基础建设。仅去年

一年，乾安县就投资6400万

元，新改建维修农村公路80

公里，极大方便了群众出行。

改造维修农户危房89户，补

助资金264.8万元，有效解决

了群众住房安全保障问题。

加快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投资364万元，脱贫人口生活

用电达标率100%，实现供电稳

定、用电安全。今年，更是持

续发力，以大布苏镇小城镇改

造工程为引领，加大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项目全部完工

后将极大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改善人居环境。年初以

来，乾安县全面开展“农村清

洁行动大会战”，全县163个

村庄共出动农村保洁人员755

名，动用各种车辆、机械11319

台，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1.34

万吨，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

产废弃物2.05万吨。同时开

展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建设规

模为 61.658 公里，年底建成

后，将极大改善农村出行条

件。

提升乡村治理。为早日

实现农村环境质的飞跃，农民

生活习惯质的改变，让农村环

境净起来、生态绿起来、村庄

美起来，乾安县重点治理农村

“八乱”，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形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源头减

少垃圾乱丢乱扔、柴草乱堆乱

放、农机具乱停乱放、污水乱

泼乱倒、墙壁乱涂乱画、“小广

告”乱贴乱写、畜禽乱撒乱跑、

粪污随地排放等影响农村人

居环境的现象和不文明行

为。同时，实行环境整治网格

化管理，配备村级网格员832

名、村级卫生监督员163名，

环境管护实现长效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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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泽轩）为贯彻落实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推进阳光司法，提

升司法公信，宁江区法院进一步深化

司法公开内涵，通过审判流程、执行、

裁判文书公开，解决执行等难题。

在坚持做好导诉服务的基础上，该

院始终坚持公开宣告判决，坚持所有案

件庭审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实现庭

审活动公开透明。同时，选择一些社会

关注度高、有法制宣传教育意义的案

件，进行庭审网络直播。截至目前，已

通过互联网直播庭审案件1174件。

实行执行风险告知制度，在当事人

申请立案后，及时将立案的有关情况、

当事人在执行中的权利义务及其承担

的风险，书面告知申请执行人和被执

行人。积极利用媒体公布执行相关信

息，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发布制度。建

成集执行指挥、被执行人信息查询、被

执行人信息发布、执行要情等系统为

一体的执行指挥中心，实现统一调配

警力，实行远程执行调度，努力提高执

行效率。

贯彻裁判文书全面公布原则。按

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

求，依法、全面、规范将已发生法律效力

的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

并在政务网站设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

网址链接。目前，在全国裁判文书网公

开裁判文书 2405 件。实行文书档案公

开查询制度，为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查

阅和复印相关档案提供服务。

宁江区法院：

深化司法公开 推进阳光司法

松原市宁江区大力开展“千村示范”创建工作，着力打造生态宜居乡
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图为宁江区伯都乡杨家村。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近两年来，扶余市积极推进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这是永平乡九连山村祥包福黏豆包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