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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通榆县上

下积极努力，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实现了“三个历史

性跨越”。

实现从深度贫困到乡村富美的历史性跨越。

通榆县占白城市三分之一的4.7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9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72个行政村集体收

入“村均超百万”；拆除所有危旧土房、残墙断壁，行

政村的主要街道、广场及空地全部绿化，实现“一屯

一景，一村一园”，村屯面貌彻底改观。

实现从农牧业大县到工业强县的历史性跨

越。通榆县工业总产值三年翻了一番多，工业增加

值是 2019年的 5.3倍，制造业税收增长了 1.5倍，

预计今年年底全县二产占比将首次超过一产，加速

迈向工业大县。

实现县域发展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

越。通榆县去年GDP增速由全省42个县市的末位

上升到第8位，居白城市第1位。今年上半年，GDP

增速居全省第2位、白城市第1位；规上工业增加值

接近翻番，增速居全省第1位。

通榆县通过三年来的不懈奋斗和实践，探索出

“通榆模式”，为白城市县域突破和乡村振兴作出成

功示范，为全市县域突破和乡村振兴明确方向和路

径，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通榆模式”的根本在于找准出路，大抓
招商上项目

开对“药方”才能拔掉“穷根”。通榆县作为曾经

的深度贫困县，是典型的经济弱县、财政穷县。针对

“县域穷，穷在项目建设上”的实际，省委主要负责人

在通榆调研时多次强调项目招商工作，要求坚持项目

为王、项目带动，狠抓项目建设，创新招商引资模式。

通榆县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突破的“主抓手”，下

定决心，锁定目标，持续掀起招商引资热潮。

在招商机制上，通榆县成立由副县级以上负责

人任组长的23个常态化招商小组，实行“旬例会”

制度，变过去“一阵风”“集中式”招商，为现在“月月

招商”“天天招商”的常态化招商。

在招商内容上，通榆县既坚持让已有的资源

“有中生优”，大力开展延链、补链、强链式招商，实

现全产业链闭环发展；也注重“无中生有”，通过资

源再造引进新产业，形成新的产业链条。

在招商对象上，通榆县注重择优选强，紧盯央

企、国企和知名民企，全力引进加工型、科技型、税

源型企业项目，特别是下大力气招引一些科技创新

实力强的企业。

在招商形式上，通榆县打好感情招商、以商招

商、线上招商、第三方招商“组合拳”，在疫情形势严

峻的情况下，通过视频连线等“云洽谈”方式，成功

引进总投资67亿元的德翔1亿只鸡全产业链、总投

资10亿元的储能钒电池系统集成、总投资5亿元的

施必牢紧固系统智能制造等多个大项目、好项目，

平均每个月都有新项目落地。

截至目前，通榆县项目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新

近签约投资100亿元的京东产业新基建战略合作

项目和投资20亿元的神威太湖之光通榆超算中心

项目，都是企业在半年多前就开始考察通榆，进而

洽谈达成的合作。大招商、大项目带来了大投资、

大效益，全县固投在白城市占比连续两年接近或超

过50%，今年上半年居全省第8位、全市第1位；去

年全县税收在政策减免情况下仍然增长19.7%，预

计“十四五”末能够彻底扭转非税占比大、税收占比

小的局面。

“通榆模式”的路径在于坚持工业率先突
破，形成全链条、集群式、多元化的产业支撑

针对“大资源、小产业”“大农业、小工业”的困

局，通榆县积极推动全资源转化、全要素谋划、全产

业循环、多领域突破，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通榆

县坚持把发展工业作为县域发展的“突破口”，确立

了“工业强县”的发展定位，以系统观念和全产业链

思维，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

势。

立足风光富集优势，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和风电

装备制造做文章，推动三一重能整机落地，引进远

景集团、东方电气、水发电力、凡瑞重工、施必牢等

龙头企业，通榆成为全省清洁能源开发第一大县、

全国新能源科技创新实验基地和风电装备制造产

业链最全县份。

立足农畜产品质量好、规模大的优势，引进牧原

400万头生猪、吉运2万头肉牛、德翔1亿只鸡等养

殖加工一体化项目，改变了过去有养殖场、没屠宰场

的历史，生猪、肉牛、肉鸡、农产品加工实现全链条集

群式发展。全县初步构建起六个“百亿产业发展集

群”，探索出了具有通榆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新路径，

今年年底工业产值有望实现百亿元目标。

“通榆模式”的特色在于突出两个关键，
抓好乡村产业项目和人居环境整治

通榆县在深度贫困县“摘帽”后，走出一条乡村

全面振兴的新路，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重大课题。

省委主要负责人反复叮嘱，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让更多农民参与受益；着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乡村内涵和“颜值”。为此，通榆县在乡

村振兴开局起步阶段，就把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作

为工作重点。

在乡村产业发展上，注重结合本地实际，探索

出“龙头企业+”“科技+”“金融+”三种产业发展模

式，创建和发展肉牛、肉羊、杂粮杂豆、辣椒、庭院经

济、新能源、生态型土地综合整治“七大产业”，尤其

是“政府搭台、企业引领、金融助力、保险兜底、农户

参与”的五位一体肉牛养殖模式，促进快速扩群增

量。

截至目前，通榆县肉牛发展到26.2万头，增长

35%，总量占白城市一半、居全省第3位。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上，深入实施危旧土房圈

舍灭迹、“一屯一景”“一村一园”“十年再造百万林”

“十棵树工程”“人畜分离”以及柴草垛庭院规范工

程，大力开展示范村创建和创先争优评比活动，环

境整治由公共空间转向农户庭院、由村村干净转向

家家干净，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通榆模式”的创新在于探索德治善治
新模式，聚焦乡风文明实现治理有效

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通榆调研时多次指出，要坚

持不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引导群众打造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为此，通榆县锚定目标、

靶向施策，着力探索以“德治”引导“自治”，用“小切

口”解决“大问题”。

创新开展“孝老餐厅”志愿服务项目。通榆县

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18个村试点建设孝老餐厅，

为70周岁以上老人每天提供一顿免费午餐，并配

建休息室、活动室、老年书屋等多种为老服务场

所，开发孝老公益岗，护助农村老年特殊群体，弘

扬了孝老敬老传统美德，也拉近了基层党群干群

关系。

创新实施“小积分”激活“大德治”村民自治模

式。以村规民约为主要载体，创建德治积分榜，村

民通过参与各类活动获取积分，积分可在本乡镇所

有定点商店兑换商品。同时，根据积分数量设计不

同等级积分卡，在县城88家信誉较好的商户享受

折扣待遇，村集体每年投入年收入的 20%支持运

行。这种模式成为引领农村向善向好、弘扬正能量

的有效载体和抓手，增强了农民的荣誉感、获得感

和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自觉性。

“通榆模式”的关键在于抓党建引领，着
力夯实基层基础

村级党组织处于组织体系的最末端，联系群众

的最前沿。针对“村集体经济不强、服务能力欠缺”

的问题，通榆县坚持基层导向、重心下移，更好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

众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为此，通榆县坚

持把建强乡村党组织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先手

棋”。

加大乡村两级干部队伍建设力度。以公开招

聘的方式，为全县172个行政村各配备1名大学生

村官。结合换届，一次性选强配齐乡、村两级领导

班子，平均年龄、学历经历明显优化。特别是在全

县符合资格条件的100名第一书记中，提拔重用了

78名，树立了鲜明的用人导向。

创新乡村干部激励机制。实行“重奖激励、小

奖鞭策”的方式，每年评出一、二、三类乡镇各3个，

一、二、三类村各30个，对乡镇党委书记、村书记分

别给予不同档次的奖励，在全县营造比学赶超的氛

围。此外，大幅提升社主任工资，由原来每年1000

元调整到每年不低于6000元，最大限度激发基层

干部工作积极性。

全力开展“三资清理”。今年以来，通榆县172

个行政村共收取资源承包费1.94亿元，成为村集

体持久、永续、稳固的收入来源，实现了“村均超百

万”目标，加上肉牛、光伏等产业，预计明年将实现

“村村超百万”。在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复兴村，仅

集体资源清理一项，就使村集体收入增长近17倍，

达到120万元，真正让村级组织“有钱办事”“集中

资金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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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三年来通榆县高质量发展“密码”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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