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看到她们为了大伙，风里雨里、楼上

楼下地跑，真心疼。”白山市浑江区江北街

道三工地社区居民，76岁的石洪祥老人一脸

疼惜地说。

被打断的采访

没有实际接触社区工作和社区工作者，

想象不到坐下休息会成为“奢侈品”。社区

居委会主任李丹一脸愧疚地一再向记者致

歉，“耽误你们时间了。”因为，一段简单的工

作简介，先后被上级走访、居民办理无犯罪

记录等工作打断三次，耗时2个小时。

三工地社区有住户5586户，人口1.4万

余人，老年人占到60%以上。12名居委会委

员每人承担20栋以上住宅楼，负责1200到

1500名居民的家长里短，工作量居高不下。

“只要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居民面

前都是服务员。”偏黑红肤色的李丹说这话

的时候，很是雷厉风行。

平凡中的真情

2019年3月，刚从企业转到三工地社区

工作的居委会委员王丽娟，被自己负责的隆

裕花园20栋居民楼狠狠地来了一记“下马

威”。“当时的隆裕花园就是全社区最早落成的

住宅，环境差到遍地垃圾、泥路泥院，一天下来

靴子外镶泥壳、靴子里泡冰水。”回忆当年的艰

苦环境，王丽娟仍心有余悸。

“我最初到社区工作，就是怀着陪老头、老

太太聊天，帮家长哄哄小孩，我顺便养老的心

态来的。说实话，在今年完成社区环境整治、

实现硬覆盖之前，泡烂的、穿坏的鞋有多少真

记不准了。”王丽娟谈起工作中的心路历程有

些羞怯。

一旁，居民孙阿姨告诉记者，“我就是在

2021年社区清理楼道堆放物的时候儿，看着她

人前干活挨骂，人后躲在楼角偷着哭，才真正认

可她的。打那儿开始，她有事儿，我一定帮忙。”

琐事里的快乐

“社区工作真的太琐碎了，只有日复一

日的坚持。”居委会委员田丽玮满脸苦笑地

摊手说道。

在居委会记录的廉情日志里，记录着邻

居养鸡、夫妻打架扰民、遛狗没拴绳等等琐

碎的事情。这些在许多人眼里的小事，恰恰

是社区工作者急需处理的大事、要事。“念念

不忘，必有回响。”是居委会回馈广大居民的

理解与支持。

为了及时服务居民，王丽娟每天三分之

二以上的工作时间都在楼道里、院墙间穿

梭，剩下的时间还要给各职能单位提供基层

数据、为居民办理各项书面证明、表格单据，

几乎每天都会因临时事件加班。“很累，也很

充实。特别是得到居民带着笑容感谢的时

候。”王丽娟说话时，眼睛里有光，那是快乐

和希望。

产业提质 投资拉动 创新赋能

白 山 多 措 并 举 稳 增 长

本报讯（荆宝宇 记者王春宝）狠抓产业提质稳增长，特色种植

固本增效、助企纾困稳产增产、服务行业复苏回暖、重点项目扎实推

进；狠抓稳投资扩消费不懈怠，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加速消费回

暖提振、招引项目；狠抓改革开放创新增动能，为企业办实事、优化

营商环境、出台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近一段时间以来，白山市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大盘，全市经济运行呈

现总体稳定的发展趋势。

狠抓产业提质稳增长。全力抓好现代农业。积极畅通农民返

乡备春耕之路，成立工作专班、设立热线电话，用10天完成1835名

返乡农民集中转运，有效解决3143户参农赴黑龙江省开展人参种

植作业问题。实施“4821”产业振兴工程，开展化肥减量增效田间示

范项目17个，全市粮食播种面积104.81万亩，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总

面积达到30万亩。大力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全市猪、牛存栏量分别达到17万头、13.1万头。全力稳定工业运

行。开展“服务企业月”活动，实施“九专”常态化服务机制，帮助琦

祥纸业、板庙子矿业、春柏药业等企业融资。50个重点产业项目进

入省级产业链项目库，科丝美特、大山康泰、白山喜丰等6个项目进

入全省企业技术创新推进计划。上半年，全市社会用电量增长

6.64%，增速全省第二。8户企业被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施

慧达荣登2022中国医药·品牌榜。全力促进服务业复苏回暖。深

入实施服务业“二十个重大工程”，新增限上入库企业25户。创新

消费券投放模式，狠抓汽车、成品油、家电等大宗物品消费，扎实开

展“促消费、稳增长”夏季汽车展销会。开展文旅产业复苏5大专项

行动，上半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148.7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7.17亿元。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实施项目秘书全周期服务、重大项

目“容缺受理服务”机制，紧密调度项目建设，协调解决项目用工、

用料问题。1至7月，全市5000万元以上项目开复工率81.8%，靖宇

农夫山泉、恒正工装等项目竣工投产。紧盯国家和省投资方向，通

过财政部审核的专项债项目82个，总投资180.79亿元。坚持“走出

去”“请进来”相结合，举办“云上签约”“云牵手”线上对接会10场，

成功签约项目79个。上半年纳入省签约项目调度系统项目到位资

金同比增长83%，增速全省第一。

狠抓稳投资扩消费不懈怠。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

家全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机遇，超前科学谋划储备一批既能补短板

调结构、又能带消费扩就业、还能吸引民间投资的一举多得项目，争

取更多项目纳入国省计划目录。落实市领导联系96个重点项目和

35户纾困企业机制，高位推动项目建设。列出“洽谈未签约、签约

未开工、开工未竣工、竣工未投产、投产未达产”项目清单，精准解

决资金、用地、用能、审批和施工环境等问题，推动项目建设形成更

多工作量实物量。对48个尚未开工的5000万元以上项目，逐一研

究具体措施，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千方百计加速消费回暖提

振。狠抓市场主体培育，分行业梳理、分企业施策，推动所有符合条

件企业入规入统。多措并举促消费，落实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政策措施和住房公积金调整政策，组织开展汽车促销和房交

会，合力稳住房产、汽车、家电消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实施

消费新场景培育计划，发展乡村“微度假”和城市“夜经济”。千方

百计招引项目。大力推进“白商回归”，继续开展“云招商”“云签

约”活动，签约引进一批有市场潜力、有投资前景、有盈利空间的大

项目、好项目。

狠抓改革开放创新增动能。千方百计纾困解难，制定为企业

办实事清单 30 项，出台稳经济增长 30 条、优化营商环境 26 条、

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19 条等举措，减免税费，阶段性降低工伤和

失业保险 3，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办理留抵退税。全

市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2%，其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17.8%。实施个体工商户暨小微企业三年培育成长

计划，为企业办理股权质押融资 31.56 亿元，上半年实现“个转

企”73 家。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大力推行“五办”服务新模式（一窗通办、一事联办、线上约办、

领办代办、上门帮办），企业开办环节压减 66.7%，开办时间压

减 90%，上半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6219 户。突出项目审批改革，

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由 200 个工作日以上压缩至最短 13

个自然日以内。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在省级农村产权交

易流转市场挂牌交易项目 117 笔。积极推进开放合作，沈白高

铁白山段完成投资 11.35 亿元，白临、松长高速通过专家评审，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项目纳入交通强国试点。启动白山市—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长白重点开发开放

试验区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核。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 7.7%。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深化与中科院长春“一院

三所”、吉林大学等高校院所对接合作，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35 家 ，长白山医疗健康产业园、国家中药质量检测（北

方）中心白山分中心揭牌。

8月4日，中国·靖宇第五届长白山寒地蓝莓节拉开帷幕。

蓝莓被称为“浆果之王”。地处长白山腹地、松花江上游的靖宇

县，有着栽培高山寒地蓝莓绝佳的气候优势和土壤条件。依托优势

资源，靖宇县大力发展蓝莓特色种植，先后投入资金1.3亿元，补贴鼓

励种植户扩大蓝莓种植面积。经过引导助力，靖宇县蓝莓种植面积

达到3.2万亩，品种多达十几个，涌现出蓝莓专业村12个、蓝莓栽培

户2380多户，成为全国五大蓝莓产区之一,扩规模、强品牌、深加工，

让一颗颗小小的“蓝果果”飞上致富的枝头，发展成富民强县、乡村振

兴、百姓富裕的大产业。

靖宇县已连续举办五届长白山寒地蓝莓节，努力开拓“小浆果”的

“大前景”，扩大长白山寒地蓝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今年的蓝莓

节上，靖宇县政府与沈阳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与吉林蓝

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蓝莓收购联盟与蓝莓种植合作社联盟分别签

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校地合作助推产业发展、校企联合延长产

业链条、拓宽蓝莓销售渠道等方面实现合作共赢。靖宇县还先后成

立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吉林靖宇蓝莓科技小院、蓝莓沈阳综合实

验站长白山寒地蓝莓靖宇示范基地、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产学

研实践基地等7个基地，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成立中国·靖宇长

白山小浆果科技联盟，聘请专家为靖宇长白山小浆果科技顾问，吉林

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园艺学会小浆果分会秘书长、靖宇县蓝莓产业首

席技术顾问吴林还在蓝莓节现场发布了蓝莓新品种。据估计，今年

靖宇县蓝莓鲜果产量将达到1.4万吨，实现农业产值2.6亿元。

为了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靖宇第五届长白山寒地蓝莓节不但把

活动办到田间地头，还邀来了抖音号“老刘头”——刘利、“白山博

爷”——王洪林等网红大V，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推介，让靖宇县长白

山寒地蓝莓一路走俏。过去，靖宇的蓝莓鲜果除了本地加工企业收

购以外，主要销往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北方城市，如今，插上网

络“翅膀”，蓝莓鲜果已经销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南方城市，还

常常一果难求。

吃过靖宇蓝莓的人形容：长白山寒地蓝莓口感独特、酸甜多汁；到

过靖宇蓝莓种植基地的人都说：果粉细腻、健康有机。靖宇长白山寒

地蓝莓，让你尝到不一样的味道，因为这里是“矿泉名城、北国药都、

森林王国”，有蓝莓生长最好的环境和沃土。

“我们采用有机质覆盖土壤，减少杂草生长。搭起棚架防雨水浇

淋，在植株下铺上毯子，避免产生泥果。使用的大多是生物肥，所以

公司种植的蓝莓基本达到了有机绿色标准，现在是市场的紧俏货。”

在蓝莓节系列活动的现场采摘环节，吉林润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志春充满自豪地向大家介绍。

有了过硬鲜果，延长产业链条，实施精深加工，才能长足发展。靖

宇先后引进吉林嘉德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蓝域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吉林润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等8户蓝莓小浆果加工企业，年加

工蓝莓饮料等产品约1000吨，实现产值7000万元，提高产品附加值。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靖宇县与长白山小浆果领

域的各大高校、科研院所、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各界交流合作，引领和

推动蓝莓等长白山小浆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立中国·靖宇长白山

小浆果科技联盟，聘请14名专家为长白山小浆果产业科技顾问，助力

打造一批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享誉国内外的

优质产品、优秀企业和优良品牌，全面提升长白山小浆果产业层次。

“‘十四五’期间，靖宇将充分发挥在蓝莓栽培及精深加工领域的

优势地位，加快集群集聚发展，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不断拉长

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开幕式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郭崇

广表示，到2025年全县蓝莓栽培力争达到4万亩，实现农业产值3.2

亿元，基本形成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蓝

莓产业化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长白山蓝莓第一县和重要的蓝莓集

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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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三工地社区居委会委员——

“居民的理解与支持，是我们最强的工作动力”
本报记者 王春宝 实习生 高源

暑假里的抚松长白山鲁能胜地受到游客青睐。本报记者 王春宝 摄

靖宇县三道湖镇支边村蓝莓园里，果农们正在进行蓝莓采摘。 连承灏 摄

农夫山泉临江公司年产119万吨天然饮用水生产线建设项目正抓紧施工。 本报记者 王春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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