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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山松水技能行”启动

经济发展看亮点经济发展看亮点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近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马耳他圣玛

格丽特中学“中国角”师生，鼓励更

多马耳他青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

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在中马双方共同

努力下，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

为增进马耳他青少年对中国的了

解、促进中马友好发挥了积极作

用。希望“中国角”越办越好，欢迎

师生们来华交流学习。

习近平指出，天下大同、协和万

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

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渊源。我

们生活的世界历史和现实交织、希

望和挑战并存，人类命运休戚与

共，唯有守望相助、合作共赢才能

让人类共享发展成果。为破解全

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

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广泛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以实际行动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马建交

50 周年，两国关系已经成为不同

历史、不同文化国家友好相处的

典范。希望更多马耳他师生和青

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做

文明互鉴的促进者和人民友好的

传承者。

圣玛格丽特中学是马耳他一所

综合性公立学校，2010年在中方支

持下创办“中国角”。日前，该校

“中国角”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表

达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引用《礼记》

“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积极评价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

路”倡议，祝福马中建交50周年，表

示愿为马中文化交流多做贡献。

习近平复信马耳他中学“中国角”师生

本报8月9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

书记景俊海到省信访局调研并带头落实领

导干部接访下访责任制度，现场接待来访群

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

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坚守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

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景俊海走进群众工作志愿者服务站，鼓

励志愿者耐心细致做好疏解情绪、解疑释

惑、化解矛盾等工作，引导群众依法理性逐

级反映诉求。景俊海来到省纪委监委、省自

然资源厅、省住建厅驻省信访局办公室，要

求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强化与信访部门协同

配合，有效破解信访难题。景俊海详细了解

省委书记信箱来信办理情况，强调要进一步

畅通群众诉求表达通道，不断完善网上信访

工作机制，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

化、科学化水平。

随后，景俊海与地方党委政府、省直有

关部门、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一同接待来

访群众，耐心听取群众诉求意见，现场研究

解决办法，要求有关方面严格落实责任，抓

好跟踪办理，依法解决问题，切实保障好群

众合法权益。来访群众对问题答复感到十

分满意，向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帮助表示

衷心感谢。

调研中，景俊海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了

解民情、维护民利、化解民怨、凝聚民心的重

要举措。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谆谆教诲，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切实帮

助百姓排忧解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直接检验，坚决扛起

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要着力解

决突出问题，精准把握标准要求和政策规定，

有效抓好动态管理和跟踪督查，持续推动重

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用心用情用

力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事。要着力完善长效

机制，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努力把矛盾纠纷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

灭在萌芽。要着力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

“五级书记抓信访”责任体系、党政领导包保

地方信访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属地责任、部

门责任、领导责任，以“五化”闭环工作法狠抓

落实，确保信访问题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

音、个个见成效。

张志军、李伟参加活动。

景俊海到省信访局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

切 实 维 护 人 民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努 力 营 造 和 谐 稳 定 社 会 环 境

本报8月9日讯（记者李抑嫱）今天，省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泽林主持召开省政

协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中

央统战工作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

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全省“一把手”

以案为鉴警示教育会议及东北三省一区政

协主席联席会议精神。

江泽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为开好党的

二十大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

理论基础。我们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江泽林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组织

和制度优势，引导各族各界人士不断增进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

同。要切实发挥党外人士重要作用，支持

各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汇聚起推动发展的

强大合力。要在全国政协的指导下，积极

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促进东北地区

振兴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认真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政治建设统领政

协党的建设，为省政协履职提供坚强政治

保障。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

组副书记吴海英，省政协副主席李景浩、李

悦、赵晓君、曹宇光、兰宏良、李维斗、郭乃

硕，秘书长刘伟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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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稳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经济克难而进，

稳中向好，在实现反弹后展现了强大回升潜

力。其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

1002.54 亿元，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15.9%，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战

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生力量，在我省稳增长

攻坚战中发挥了不凡作用。

6月是我省工业经济实现反弹的关键月

份。数据显示，当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同比增长2.8%，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产值增长 21.4% ，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长

52.3%，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增长42.3%，节

能环保产业产值增长34.1%。

众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的成绩令人

瞩目，一系列相关重大项目也在上半年迈开

建设脚步。

2月26日，中国一汽集团与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合资动力电池项目在长春市开

工。项目总投资135亿元，占地80万平方

米，总产能45吉瓦时(GWh)，全部达产后可

满足100万台电动车配套需求，可创造产值

200亿元以上。

5月5日，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宽幅01C星、高分

03D27～33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至此，

“吉林一号”在轨卫星数量增至54颗。

6月28日，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正

式开工。26天后，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

总装车间一单元成功实现网架提升工程。

该项目年产能达15万辆，预计将形成2000

亿元产值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7月5日，国家碳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吉林化纤6万吨碳纤维项目在吉林市

正式启动。

在经受疫情影响后，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快速反弹，展现了在以发展“六新产业”为主攻

方向的战略谋划下，“吉林制造”迸发出新动能。

整个6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

中，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5.0%，汽车仪器仪表

增长1.5倍，碳纤维产量当月增长1.8倍，新

能源汽车产量当月增长57.0%，城市轨道车

辆增长17.9%，风力发电机组增长1倍。

6月18日，吉林化纤首条35K预浸料专

用大丝束碳化线一次开车成功。据吉林化

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吉林化纤集团

经过60多天的昼夜奋战再次投产的第二条

生产线。同时，吉林化纤正在同步加快建设

15万吨原丝、6万吨碳丝、1.2万吨及2万吨

碳纤维复材及制品等项目。

7月11日，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项

目装备产业园产品正式下线，布局整机、叶

片、塔筒、发电机、储能设备、电气设备、智能

运维等产业。 （下转第六版）

上半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再提升，6月产值增速迅猛——

战略性新兴产业担当振兴发展“生力军”
本报记者 华泰来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年初以来，我省

全力推进银企对接工作，金融援企机制、专

业化银企对接、助企融资平台推广等融资

服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上半年，省市县

三级政府部门已组织银企对接活动 217

场，服务企业超 1.1 万户，落实信贷资金

324亿元；“吉企银通”平台助企融资规模累

计突破400亿元。

充分发挥金融援企机制作用，积极争取

银行资金支持。年初以来，省金融局向14

个省直部门和各市（州）征集有融资需求项

目，综合整理后向省内银行机构推荐并及时

跟踪资金落实情况。上半年，共向金融机构

推荐6批次4143个融资需求项目，已有353

个企业（项目）获得323亿元资金支持。

务实开展融资服务专题活动，推动银企

信息高效对接。省金融局会同相关省直部

门和各地金融办围绕专精特新、备春耕、房

地产、建筑业、重点产业链、交通物流、中小

微企业等领域，扎实开展多层次、专业化线

上银企对接活动，为企业获得信贷支持创造

有利条件。仅中省直部门组织银企对接活

动就达44场，企业获得信贷支持82亿元；各

市（州）组织银企对接活动173场，企业获得

信贷支持242亿元。

充分发挥助企融资平台功能，促进金融

资源科学匹配。“吉企银通”平台目前已完成

所有市（州）分平台建设并投入运营，结合属

地企业融资需求实际积极开展金融政策推

介和线上对接服务；数据整合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不动产数据查询功能上线服务，成为

全省第一个面向金融机构提供不动产数据

查询功能的公益化服务平台；“个转企”“专

精特新”“首贷续贷”等特色服务专区政策精

准直达，得到企业广泛认可。截至6月末，

“吉企银通”总计入驻银行137家，上线信贷

产品634款，认证企业20362家，成功放款

9581笔，放款总额402.14亿元，其中，本年

度新增认证企业1376家、放款笔数1152笔、

放款金额54.65亿元。

扎实做好重点企业融资服务，推动解决

具体融资事项。省金融局全力做好重点企

业和重大项目个性化融资服务工作，提供

“一企一策”专班式融资服务，推动解决企业

中期票据兑付、外汇结算、增加授信规模等

融资服务事项。目前已为通钢集团、长发集

团、华正农牧、吉林化纤、厚德食品等重点企

业妥善解决个性化融资服务。与此同时，编

印了《2021年融资服务典型案例及2022年

重点推介金融产品汇编》，向省内重点企业

精准推送，为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提供参考。

组织银企对接活动217场 服务企业超1.1万户 落实信贷资金324亿元

我省个性化融资服务“贷”动企业发展

吉林市积极贯彻落实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借助我省纤维产业技术
和资源优势，不断完善碳纤
维全产业链，全力打造“中国
碳谷”“世界碳都”。图为吉
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车间。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东辽河水穿城而过，它是滋养辽源的“母亲河”。流经市

区，东辽河两岸成为大家休闲观光之地；分支之一的仙人河也

摘下了黑臭水体的“帽子”，成为百姓眼中新晋的“打卡地”。

东辽河流域治理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也是一项重大的政

治任务，是我省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志性战役，也是

辽源市下决心啃下的“硬骨头”。

如今，辽源市东辽河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监测数

据表明，2021年国、省控断面，达标率100%，2021年河清断面水

质均值为IV类，仙人河黑臭水体已经消除。

倾力治水迎“蝶变”，精细护水顺民心

每天清晨，东山街道的巡河员戴笠都会在仙人河岸边仔细

地检查一圈，3.5公里的距离，走上一圈就要1个多小时。

他告诉记者：“从治河到巡河，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眼看

着仙人河变成大家休闲、锻炼的好地方，真是特别感慨。现在

我们看见垃圾就会随手捡起，有人丢垃圾我们也马上制止。治

河不容易，巡河更不能放松，好成果要大家一起维护。”

的确，黑臭水体治理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久久为功。为

此，辽源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通过强有力的工程措

施和全方位的管理措施，扎实推进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制定以雨污分流和混错接改造为根本，截污干管迁建为重

点，底泥清淤、生态修复等系列工程为治理方向的黑臭水体整

治实施方案。铺设仙人河段截污干管11.384公里，于2019年

5月投入使用；仙人河河道清淤及污泥处置工程13万立方米，

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仙人河两岸征拆工作历时3个月，累计

征拆123户、面积6.1万平方米。

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是东辽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源市将黑臭水体治理与污水处理提质增

效协同推进，统筹建设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建设东辽河、

渭津河、大梨树河截污干管迁建工程18.5公里，管网修复与

混错接改造完成普查与检测373公里，完成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74.6公里。 （下转第六版）

一湾碧水润辽源
——辽源市东辽河流域治理见闻

本报记者 董博 庞智源

“服务企业赛一赛”专栏：
四平市铁东区：

“三个一”提升企业满意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