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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新区：

多措并举 助力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本报讯（记者冯荟羽）近日，记者在吉林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分

局了解到，吉林高新区2022年上半年新登记市场主体860户，同比

增幅位居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的第三位。其中，新登记企业

311户，同比增幅位列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之首。

这一成果得益于吉林市市场监管高新分局服务工作的完善，

即全面实行“网上办、一日办、免费办”，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实现了

市场主体登记工作“零见面、零跑动、零成本”。他们还开通个体工

商户纾困热线，协同商务、住建等部门，解答复工复产等问题；积极

开展“个转企”工作，推动属地加行管密切联动，促进个体工商户升

级企业，助力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力 促 经 济 稳 步 回 升力 促 经 济 稳 步 回 升
——蛟河市 20222022 上半年重大项目建设综述上半年重大项目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今年以来，蛟河市委、市政府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要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紧盯“止跌、回升、增长”目

标，精准落实国家和省、市稳经济政策，连

续推出蛟河市50条稳经济政策和65项政

府为企业办实事清单。随着各项政策持

续落地见效，蛟河市上半年实现经济稳步

回升、稳中向好。据统计，上半年，全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36.6亿元。特别是在项

目建设方面，全力以赴开好局。1至6月

组织开复工500万元以上项目51个，总投

资109.7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亿

元，同比增长8.9%，高于全省和吉林市的

回升速度。

新开工添彩新开工添彩：：
国家电网蛟河抽水蓄能电站项国家电网蛟河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正式开工目正式开工

7月30日，在位于蛟河市的国家电网

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01标施工营地上，

数台钩机排成一列施工作业，还有多台大

型机械在山坡上配合卡车进行基础施工，

整个工地一派繁忙的景象。

当日上午，国家电网吉林蛟河抽水蓄

能电站宣布全面启动建设。这是“十四

五”期间，我省规划建设8座抽水蓄能电站

中的首座，也是我国首个开建的千万千瓦

级抽水蓄能基地。

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将安装4台30万

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总

投资69.7亿元。

抽水蓄能电站，就是在山上、山下分别

建设两座水库。在用电低谷时，用富余电

能把水抽到山上；在用电高峰时，再放水发

电，这样就可以把富余的清洁能源存储起

来，被称为电力系统的稳定器、调节器和平

衡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能有力带动电

源、电工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发展，对稳投

资、保就业、惠民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了解，我省在“十四五”期间建设的

8座抽水蓄能电站还包括塔拉河、大沟河、

大沙河、前河、卧龙湖、景山屯、通化等抽

水蓄能电站，总投资将超过700亿元，总装

机超过1000万千瓦。

国网新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胜军说，在我国东北地区打造千万千瓦级

的抽蓄基地，可以有力提升当地新能源的

利用水平，在全国产生“大规模新能源+大

规模抽蓄组合”的示范效应，对于我国进

一步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建设新

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上半年，蛟河新开工吉林蛟

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等项目共24个，总投

资84.3亿元。

复工增色复工增色：：
石材加工项目加快建设石材加工项目加快建设

日前，记者在蛟河市天岗镇两家子村建

江石材项目建设现场看到，项目主体——钢

结构厂房已封顶，12个大锯台座已灌装完

成，一个大循环水池建设完成，工人们正在

进行第二循环水池、厂内排水沟和钢结构厂

房保温层封闭的施工。

建江石材项目是中国北部（蛟河）石

材循环经济产业园二期工程的石材加工

子项目。北部石材二期工程包括4个石材

加工子项目，分别为建江石材、华善石材、

东发石材、阿福石材项目，均为高端板材

加工项目。

建江石材、华善石材、东发石材于

2021年9月开工建设，总投资4.86亿元。

其中，华善石材和东发石材目前已完成钢

结构厂房所有立柱安装、厂区内循环池和

锯台建设工作。另外，拟投资1.7亿元的

阿福高端板材项目已达成投资意向，正在

积极跟进，计划今年10月落地建设。

建江石材负责人李永辉介绍，蛟河这

个项目总投资1.66亿元，占地8.14万平

方米。

据介绍，中国北部（蛟河）石材循环经

济产业园项目是2019年3月引进天岗园

区的，集石材生产加工、矿山开采、资源循

环利用、石材展示交易、石材商务服务、石

材科技创意、石材仓储物流、世界石材进

出口等八大功能区为一体，项目计划总投

资100亿元，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引入企

业100户以上，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上缴

税收3亿元，带动就业3万人以上。

北部石材循环经济产业园生产加工

区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已有天益、中

吉、磊盛、华磊4户投资规模超5000万元

的高端石材加工企业建成投入生产。二

期工程在建项目计划9月前完成厂房建

设，10月末前完成设备购进安装调试。三

期工程规划面积24.5万平方米，计划引资

6亿元，争取引进项目3个。

项目全部建成达效后，将成为中国北

部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配套最完

善的石材产业园。

据了解，截至目前，蛟河市已续建复

工项目27个，总投资25.4亿元。

续建高效续建高效：：
中矿棋盘蛟河雷猪项目临近收尾中矿棋盘蛟河雷猪项目临近收尾

7月 26日，在蛟河市乌林朝鲜族乡，

总投资7500万元的棋盘雷猪基地项目进

入收尾阶段——22栋圈舍主体封顶完工，

场区内饲喂道路建设、水电及供热管线等

地下施工均已完成，圈舍内部上料系统、

空气能供热系统安装完成，办公区正在进

行室内装修。

棋盘雷猪基地项目由蛟河市幸汇棋

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占地10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

去年9月2日，中矿棋盘集团5家企业

落户蛟河，重点发展种植、生猪养殖、肉牛

养殖、饲料加工、生物有机肥生产等农业产

业化项目。最早开工建设的棋盘雷猪种猪

基地，可存栏1500头种猪，年出栏4万头雷

猪，实现产值8000万元；可提供就业岗位

110个，带动1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据介绍，雷猪成活率高，肉质好，味道

佳，养殖成本低，经济效益高。

蛟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棋盘村

雷猪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引领蛟河全

市生猪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

品牌化方向迈进，必将助推蛟河畜牧业进

一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带动种植、饲

料、养殖、屠宰、加工等全产业链发展。

多年来，蛟河市一直将生猪、肉牛作

为发展农村经济和助力农民增收的主导

产业来抓。截至6月末，蛟河全市生猪已

发展到24.59万头。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已发展白鹅养殖

户319户，养殖白鹅182.4万只，同比增幅

651%；吉林美中鹅业有限公司屠宰厂投入

试生产，日屠宰量已达1.5万只；白鹅产业

园项目土地平整已经完成……今年，舒兰

市把白鹅产业确定为乡村振兴的优势特

色产业和重点项目来抓，确定了将“白鹅

产业建成世界最好的鹅绒生产基地、中国

最大的白鹅养殖基地、中国最大的白鹅产

业专业园区”的发展目标。

据了解，舒兰市制定了“三年养殖量

达到3000万只、屠宰量达到3500万只”的

发展规划，力争形成以省级羽绒制品加工

龙头企业——吉林市白翎羽绒制品有限

公司为引领，示范基地为辐射的白鹅养殖

产业化发展新格局。在白鹅养殖量稳步

增长的前提下，舒兰市还要积极探索白鹅

产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之路。

在上游一产上，舒兰市坚持“抓大扩

小增中间”的思路不放松，实现白鹅养殖

增量扩容。舒兰市星河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冯化军告诉记者，他们5户社员今

年养的白鹅第一茬，已在6月中旬出栏，卖

了3.4万只，纯收入60万元左右，这是他

们过去做梦都没想到的。据介绍，今年3

月，老冯和4户社员在法特镇白鹅养殖示

范基地租用20栋大棚，尝试养殖白鹅。第

一茬出栏后，他们又购进了近4万只鹅

雏。他表示，作为王大村党支部书记，他

响应政府发展白鹅产业号召，采取“党支

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用自身

示范带动农户养鹅，实现村集体和农户双

增收。另外，舒兰市城投公司利用环城街

道重礼村光伏电站B站光伏板下面的空

地，建了22栋鹅舍，采取合作方式养殖白

鹅2.1万只，第一批现已出栏。

舒兰市还规范养殖大户做好从选种、

繁育到饲养的养殖程序一体化，逐步完善

“企业＋基地（场）＋农户”的经营模式，力

争在舒兰建成“中国最大的白鹅养殖基

地”。目前，舒兰市已同中铁十三局达成

框架协议，在法特镇建100万只白鹅养殖

标准化园区；同常州阳湖鹅业达成意向协

议，在水曲柳镇建10万只种鹅示范园区。

在中游二产上，舒兰市对白鹅养殖生

产加工进行全面、系统、科学地规划，出台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地加工企

业，投资开发舒兰白鹅系列产品。近日，

美中鹅业屠宰厂投入试生产，已经填补了

当地白鹅产业链的一个空白。美中公司

负责人说：“目前，企业签订屠宰合同180

万只，预计年屠宰300万只，年营业收入

2.3亿元。项目正式投产后，日屠宰量将

达到10万只，年屠宰量3000多万只，年产

值30亿元。”

舒兰市积极开发鹅肉休闲食品和新

型鹅肉制品，已同吉林宋军鹅业公司合作

开发了“鹅肉火锅、鹅肝酱”系列产品；“法

特特色酱大鹅”已在当地开连锁店；舒兰

大鹅“犟老头”已在平安、上营、吉舒等地

开设分店。舒兰市拓展羽绒制品深加工

和新市场，法特白翎羽绒基地已被日本羽

绒株式会社和韩国羽绒协会确定为优质

羽绒生产基地；“白翎羽绒被”已走向世

界；白翎羽绒自主研发的羽绒服装品牌，

已经拟定在舒兰市白鹅产业园区建厂。

此外，在下游三产上，“舒兰·白鹅”抖

音平台，每天为白鹅养殖户提供白鹅养殖

技术和养殖经验以及疾病防治的服务；与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相结合的3个“鹅村”

已经粗具规模。

下一步，舒兰市将全力推进总投资

14.2亿元的白鹅产业园项目，包括花园式

核心综合区、屠宰加工区、羽绒类生产加

工区、鹅肉产品生产加工区等8个功能区，

共分3个地块进行建设，从8月开始全面

施工。

舒兰市推动白鹅全产业链循环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近日，记者走进吉林华明管业

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热浸镀锌方矩管项目现场，厂房钢

结构主体全部安装完毕，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吉林华明管业有限公司热镀锌厂厂长卢学军介绍

说，项目建成后，3条产线年产量可达30万吨，年利税约

2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约110个。

今年以来，磐石市始终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两手抓、两手硬”，以最快速度、最小代价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好稳进提质政策“组合拳”，筑牢了经济社会

发展“稳”的基础。

上半年，磐石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规模

工业总产值累计实现112.4亿元，同比增长9.7%，净增量

达到10亿元，完成全年目标的60%。西点药业在创业板成

功上市；吉恩镍业连续2年实现盈利；金秋农药、源合盛、

兴泽等10户作为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培育对象，并实施政

策宣传、会议培训等培育办法，确保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5户以上。

抓项目，下好创新驱动先手棋。磐石市牢牢把握创

新主引擎，协同推进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和主体升级，推

动经济增长，加快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制定“专精特

新”实施方案，建立磐石市级优质“种子企业”培育库，分

别组织9户和18户企业申报省级和吉林市级“专精特新”

企业认定。推进磐石盛营焊管有限公司、磐石建龙钢铁

有限公司等9户企业实施10个技术改造项目，共投资

1.28亿元。

蓄动能，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拟培育东达新材料、达

升新材料、顺昆农机、欣欣食品年内升规入统，东达新材料、

达升新材料已进入试生产阶段；顺昆农机生产经营良好，招

引19户配套企业入驻，带动磐石市机械装备制造业发展。

全年确定新增产值超亿元企业3户，其中，龙昌新能源上半

年产值可实现1.75亿元以上，已确保能完成既定目标。

兴产业，工业经济势头强劲。上半年，金属冶炼产业

增量合计16.2亿元，保持了较大增长。新材料产业增量

合计2.9亿元，实现了翻倍增长。其中，龙昌新能源、融成

石墨两户企业的产品市场供不应求，产值分别实现

246.46%、128.15%的大幅增长。

磐石市上半年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蛟河市天岗镇两家子村建江石材项目建设现场

←舒兰市
法特镇白鹅养
殖产业园

↓舒兰市
城投公司白鹅
养殖园区

吉林华明管业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热浸镀
锌方矩管项目现场磐石市金隅冀东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现场

我省首家社区矫正对象
再就业培训基地揭牌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7月29日，由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牵头，

船营区司法局与吉林市铭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联合创办的“船营区

社区矫正对象再就业培训基地”揭牌成立。这也是我省首家社区矫

正对象再就业培训基地。

船营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基地的建立，是船营区人民

检察院在提升社区矫正对象改造效果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是社区

矫正检察监督形式的进一步创新。能够帮助社矫人员掌握职业技

能，搭建就业平台，让社矫对象学有所获、学有所得，重新树立生活

的信心，打通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揭牌仪式当天，培训基地为社矫对象举办了第一期再就业技能

培训，三十余名社区矫正对象参加了培训。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整合网上平台 实现“一站式”诉讼服务
本报讯（记者丁美佳）近日，吉林中院对司法公开网进行栏目调

整，汇总现有各类网上诉讼平台，实现“一站式”网上诉讼服务和司法公

开等工作全面聚合，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在线诉讼和对公开工作需求。

社会公众可登录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网，在诉讼服

务栏目下增加网上诉讼服务指引和电子诉讼服务平台的链接跳转，

全面衔接现有吉林电子法院、人民法院在线诉讼APP和法院在线办

案、司法公开等平台功能应用，无需在不同网站平台进行检索和跳

转，充分满足当事人电子诉讼和社会公众信息检索查询。

此外，吉林中院还将公告类信息进行全面整合，实现开庭、听

证、送达、拍卖、招投标等各类公告信息“一站式”检索，方便群众开

展网上诉讼服务。

吉林市：
“夜经济”激发城市活力 推动消费升级

本报讯（记者冯荟羽）入夏以来，吉林市的夜市、夜游等“夜消

费”项目持续升温，在丰富市民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市

场消费。

为激发“夜经济”活力，吉林市以举办夜间消费活动、延长夜间

营业时间、增加夜间服务功能、提供夜间消费便利等为抓手，围绕

夜购潮货、夜品佳肴等六方面内容，不断扩大消费内涵，提升夜经

济品牌。

吉林市加强各类夜经济场所的疫情防控、安全生产、消防安全

管理，为夜经济提供安全保障。他们还结合城市规模和特点，还分

门别类打造标志性夜间消费场景，培育系列化夜间消费平台。

吉林市丰满区：

专项行动提升环境卫生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添奥）近日，吉林市丰满区全面推进“城乡环境

卫生专项提升行动”，各乡镇街道与市、区两级包联部门合力加强环

境卫生清理和市容市貌整治。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丰满区组织出动8000余人次，对垃圾柴

草、野广告、违法建筑、占道经营、小片荒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整治，消

除安全隐患20余处。

丰满区将咬定创城和“七边”环境卫生治理各项工作目标不放

松，狠抓薄弱环节，建设长效机制，打造文明宜居的城乡环境。

吉林市开展2022年第一、二季度
“江城好人·最美抗疫先锋”评选活动
本报讯（记者周凇宇）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时代精神，大力宣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

型，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按照吉林市文明委工作部署，吉林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2022年第一、二季度“江城好

人·最美抗疫先锋”评选活动。

经各县（市）区、各部门推荐和“江城好人”评审委员会评审，并

征求吉林市委组织部和吉林市纪委监委意见，最终确定2022年第

一、二季度“江城好人·最美抗疫先锋”候选人1157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