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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百万亩绿色食品梨树县百万亩绿色食品
玉米标准化基地玉米标准化基地。。

李坤李坤 航拍航拍

只争朝夕换来日新月异
张丽宇 耿歌 本报记者 崔维利 袁松年

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四平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平市委四平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以习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拼搏奋进拼搏奋进，，只争朝夕只争朝夕，，推动推动

了一系列功在当前了一系列功在当前、、利在长远的大事利在长远的大事，，干成了一系列重点突破干成了一系列重点突破、、带动全带动全

局的要事局的要事，，办好了一系列造福人民办好了一系列造福人民、、群众满意的实事群众满意的实事。。

回首回首1010年路年路，，踔厉奋发的足迹历历在目踔厉奋发的足迹历历在目，，四平大地高质量发展长四平大地高质量发展长

卷如画卷如画。。

展望新征程展望新征程，，全力推动新时代四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全力推动新时代四平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英雄城英雄城

奋楫破浪劲扬帆奋楫破浪劲扬帆。。

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过去过去1010年年，，是四平市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黄金期是四平市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黄金期。。全市经济稳中全市经济稳中

有进有进、、提质出新提质出新，，增速连续增速连续1010年均实现正增长年均实现正增长，，整体经济发展的基准线整体经济发展的基准线

持续运行在高位平台持续运行在高位平台。。

经济发展水平站稳经济发展水平站稳““全省第一方阵全省第一方阵””。。2021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GDP））554554..00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77..99%%，，全省排名第一位全省排名第一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1..33个百分点个百分点，，比比20162016年提高年提高55..55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一一、、二二、、三产分别增长三产分别增长77%%、、

66..55%%和和99..11%%，，分别比分别比20162016年提高年提高66个个、、1212..22个个、、11..99个百分点个百分点。。20212021

年年，，全市人均全市人均GDPGDP达到达到3100331003元元，，比比20122012年增加年增加1245412454元元，，是是20122012年的年的

11..77倍倍，，年均增长年均增长55..99%%。。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不断完善。。三次产业结构由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2012年年

的的3737..00::2020..33::4242..77调整为调整为20212021年的年的3232..55::2020..44::4747..11，，第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

提高提高44..44个百分点个百分点，，呈现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的良好趋势呈现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的良好趋势。。

稳固粮食安全稳固粮食安全““压舱石压舱石””——
黑土地保护提档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平市扎实推进农业标准化四平市扎实推进农业标准化、、良种化良种化、、机械化机械化、、

合作化合作化，，探索全域技术创新与集成示范体系模式探索全域技术创新与集成示范体系模式，，粮食产量连创新粮食产量连创新

高高。。1010年间年间，，粮食总产量累计达粮食总产量累计达46804680..55万吨万吨，，年均产量年均产量468468万吨万吨。。

20212021年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全市粮食总产量达467467..33万吨万吨。。单位亩产达单位亩产达00..5454吨吨，，单产稳单产稳

居全省第一位居全省第一位，，实现实现““十八连丰十八连丰””。。

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全面提档升级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全面提档升级。。20212021年年，，全市推广保护性耕全市推广保护性耕

作作““梨树模式梨树模式””493493..33万亩万亩，，超省定计划超省定计划1717..33万亩万亩。。20222022年年，，全市计划全市计划

推广保护性耕作推广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梨树模式””515515万亩万亩，，现已推广实施现已推广实施560560..88万亩万亩，，超省超省

定计划定计划4545..88万亩万亩，，全省推广面积达全省推广面积达28752875万亩万亩。。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四平市以建设国家新型装备制造业示范基地为契机，不断加大嫁

接改造、技术研发力度，奋力做大做强农机产业。目前，四平市有农业

机械生产企业近10家，其中规模以上农机生产企业5家，年产值约10

亿元。一批具有一定生产规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主打产品的农机

生产制造企业，逐渐在省内乃至全国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从播

种到收割的全产业链种到收割的全产业链。。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由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由20122012年的年的155155..44万千万千

瓦瓦，，发展到发展到20212021年的年的324324..22万千瓦万千瓦，，年均增长年均增长88..55%%，，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农业生产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化水平达到9191..55%%。。

紧紧围绕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条主线紧紧围绕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条主线，，采取多种举措采取多种举措，，全力全力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截至截至20212021年年，，全市农民专业合全市农民专业合

作社作社、、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75667566个个、、49024902个个，，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

6262..44%%。。20212021年有年有1717个农民合作社获全省个农民合作社获全省““百强社百强社””称号称号，，20222022年有年有2020

个农民合作社获四平市农民合作社标兵称号个农民合作社获四平市农民合作社标兵称号。。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从全省一流向全国一流进发

四平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针对堵点、痛点、难点，

打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组合拳”，推动营商环境从全省

一流迈向全国一流。该市“放管服”“最多跑一次”改革一直领跑全省，

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标兵单位。

政务服务无差别全科受理被国务院通报表扬。“无证明城市”改革

被树为依法治省示范项目。“五零”服务企业全省推广。将人民网“领

导留言板”作为重要抓手，解决群众身边各类“急难愁盼”问题，市政数

局被人民网评为“民心汇聚单位”，12345政务热线被全国政务热线

联盟和中国信息协会评为“服务企业优秀单位”，四平被评选为全国

12345政务服务热线样本城市之一。

打造便民利企“总客服”。在原有70条政务服务热线基础上，进

一步整合10条政务服务类热线电话，归并优化10条党群、司法及民

生类热线电话，总整合热线数量达到90条，为群众反映社情民意增

加渠道，提供便利。在全省率先打通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最后一公

里”，是全省第一个实现热线电话“一号通”的城市。

城市信用排名大幅跃升。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排名，四平市从

2019年的第252名（倒数第9），大幅跃升到今年第16名，居东北四省

区第一，创历史最好成绩。2021年，该市高质量完成了国家发改委

各项创建评价指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被评为吉林省唯一的全国第三

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为四平市增添了一张国字号“金名

片”。

民生改善成效卓著民生改善成效卓著——
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21年，全地区城镇和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1390元和17676元，同比分别增长7.2%

和11.2%。是2016年的1.3倍和1.5倍，年均增长5.8%和7.9%。城乡

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增速同步，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

速。

城市功能日渐完善。10年来，四平市不断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在

品质提升上聚焦发力。建设四平西湖、梨树南河、双辽七星湖、伊通伊

溪等12个湿地、公园，城市环境和品质大幅提升；“走遍四平”实现整治

“全方位”、管理“无死角”，物业小区全部纳入分级管理，“大棚房”问题

彻底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域覆盖，“无籍房”清理惠及群众12万

户；以东北唯一、全国第四的成绩，成功创建全国海绵城市建设示范

市，南北河综合治理成效卓著，成为北方缺水型城市生态治理标志性

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内外并重，35个小区高质高效完工，全省考核晋升

优秀档次；平安四平建设纵深推进，连续5年入围“中国最安全城市”。

保障体系更加健全。10年来，四平市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

建，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待遇水平逐年提升，“健康四平”建设步

伐加快。2021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59.6万人，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72.4万人，失业保险参保14.0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17.3万人。全市共有16764户、22208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共有25692户、41865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市区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600元/月，比2016年提高125元/月，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4920元/年，比2016年提高1520元/年。

就业状况逐步改善。四平市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政策体系，推出一

揽子就业政策措施，稳定就业存量、扩张就业增量，打出一套稳就业、

保民生、促发展的“组合拳”。2021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02万人、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0.5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0.44万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32.0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29%，比2012年下降

0.41个百分点。

教育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改革举措覆盖教育全过程、各学段，

2017年全面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中小学生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投入使用，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39%，全市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2021年末，全市共有高等学校4所、中等职业学校19所、基

础教育学校1124所，在校生共计26.9万人。其中，小学599所，在校生

8.9万人；初中、高中分别为114所、20所，在校生分别为4.9万人、3.8

万人；职业高中学校9所，在校生0.8万人；大学4所，在校生4.8万人。

文化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覆盖城乡的公共文

化体系逐步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更加均衡。截至2021年末，全市共有

群众文化馆、艺术馆6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4个，公共图书馆图

书藏量达83.6万册，全年发明专利授权达296件。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有效加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

由2016年的45元提高到2021年的79元，增长75.6%。医疗条件逐步

改善，卫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公共医疗服务逐步实现

均等化。到2021年末，全市计有医疗卫生机构1655个，

实有床位14002张；在岗职工21034人，比2012年增长

27.4%。卫生技术人员15797人，占在岗职工的75.1%，

比2012年的67.7%提高7.4个百分点。

四平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给群众办理业务。
齐广财 摄

双辽市辽南街城乡村新貌。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四平城区一景。李刚 航拍

改造后的四平市铁东区国测社区绿植环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