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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 建设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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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德惠的当下与未来感知德惠的当下与未来
本报记者 李亚东 李学伟

三月的德惠大地，春意盎然。

这里，辖区面积33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

70万，距离省会长春不到100公里。

踏上新征程，德惠该何去何从：新型城镇

化如何搞、产业如何定位、要擘画怎样的一个

未来……面对记者抛出的问题，德惠市委书记

申洪业给出了思路清晰的答案。

让市民生活得更幸福，让农民过得更有尊

严，这是申洪业始终在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

谈到，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以县

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对于解决“三农”问

题、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

升级等具有重大意义。德惠背靠长春，有着与

省会毗邻的天然优势，加之德惠是全国知名的

产肉产粮大县，京哈铁路、102国道、京哈高速

公路和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平行穿过全境，交通

便利，发展新型城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关键是要做好两篇大文章，一是要做好背靠长

春这篇大文章；二是要做好德惠自身发展这篇

大文章。

“城市要发展，经济要增长，必须要有产业

来支撑。做产业不是仅仅做项目，要形成产业

链，要把产值和利润留下来。”申洪业说，德惠

是长春的卫星城，必须要学会借力打力。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去年上任伊始，

申洪业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走遍德惠大街小

巷、乡镇村屯、规上企业。听声音，看现状，问

前景，谋出路。

一幅完整的德惠发展现状图展现在面前。

这里是“中国食品名城”“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市”“全国菜篮子工程先进市”“中国肉鸡之

乡”“中国肉牛之乡”“中国松花江大米之乡”

“中国优质小町米之乡”“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粮食总产量正常年景稳定在 40 亿斤左右，

2022年，全市肉牛发展到18.6万头、肉鸡年出

栏 8400 万只、生猪发展到 170 万头，肉牛、生

猪、肉鸡等畜禽养殖业稳健发展，畜牧业产值

实现92.9亿元……申洪业告诉记者，这些是无

可比拟的优势和基础，但是要做产业，不能简

单地做原材料的输出，而是要做加工，通过初

加工、深加工、精加工，形成集群，形成链条，做

出利润，做出效益。

围绕肉牛产业加工、生猪和肉鸡等畜禽加

工，预制菜加工、鲜食玉米加工、火锅材料加工

……德惠有做不完的功课。申洪业重点介绍

说，背靠长春这样庞大的消费市场，德惠就是

要瞄准打造食品产业园，做长春的后厨房。目

前，在原有德大食品产业园、达利园等食品企

业集聚区的基础上，德惠又在朱城子镇布局了

一个全新的食品产业园，那就是围绕“央厨”做

文章，定位火锅调料专项产业园。一方面，为

长春消费市场提供原材料，另一方面，瞄准全

国市场，特别是精准对接四川、重庆、贵州、湖

南等市场，既做好招商，又做好原料输出，产业

做到全国。

德惠还十分看好背靠一汽集团这棵大树，

围绕汽车产业做链条和服务，既简单又便捷，

符合省市战略，与一汽配套的产业有很多，德

惠可以做些什么呢？经过调研，他们把焦点投

在了汽车后市场，包括汽车护板、内饰、维修维

护和保养、技能人才培训、汽车拆解等，做一汽

下游产品的承接。

针对长春大量生活垃圾、厨余垃圾解决处

理，德惠打造循环产业园，做省会城市的废品

处理地。

结合产业发展，申洪业表示，产业有了定

位，招商就有了方向，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机

会，人才自然而然地就留了下来。

申洪业心中所装着的“让市民生活得更幸

福，让农民过得更有尊严”，还有另外的几个角

度。

在城里，德惠站前有 40多栋旧的俄式建

筑，准备引进高端的设计单位，打造俄式风情

园，俄式民宿。同时，园内引进德惠的烧烤品

牌，和德惠的优势结合起来，使其成为远近闻

名的打卡地，让德惠市民在向亲朋好友推荐

时，都引以为傲。

对于市内的道路、广场、绿化乃至马路边

石、方砖步道，申洪业也进行了描绘，让道路宽

敞一些，让绿化精致一些，让方砖平整一些，路

修到哪，幸福就会跟到哪里。

在乡村，德惠将围绕 80公里松花江沿岸

“织锦绣”，周边种上油菜花，沿岸铺上细沙，春

天有春天的花、夏天有夏天的树、秋天有秋天

的果，采摘、民宿、户外、研学……这里又是一

个远近闻名的打卡地，会带动农民收入增加。

为了让村屯更美丽，德惠开始乡村环境治

乱，申洪业将其概括为“四边”治乱，屯边、路边、

河边、林边“一个不放过”，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

不负春光，贵在行动。德惠市工信局、开

发区的干部根据产业发展的方向定位，把视线

投到全国，紧盯那些在东北有战略布局和准备

在东北投资的企业，小分队招商、叩门招商、以

商招商，开始了不同以往的招商攻势，且成果

斐然，除了投产达效的以外，现有5000万元以

上重点项目52个，正准备集中开工加快建设；

招引洽谈项目28个，包括了一批科技含量高、

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优质

项目。

申洪业告诉记者，德惠市科学设定了今年

的经济工作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8%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5%以上，地方级财政收入增长4%左右，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

从春天启程，勇往直前，德惠踔厉奋发。

长春经开区安龙村：

打 造 宜 居 宜 业 美 丽 新 乡 村
本报记者 柳青

昔日泥泞的土路变成柏油马路、水泥

路；原本有些破旧的围墙被重新修建，农

家小院变得整洁舒适……在长春经开区

安龙村正孕育着新的嬗变。

安龙村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兴

隆山镇东部，长吉高速公路B口100米处，

东与隆东村相邻、南与二道区苇子沟接

壤、西与分水村连接、北与高新区新华小

区102国道分界，全村共有3个自然屯。

“我们村里有了一个新的景点，中午

太阳好的时候都会去走走、坐坐，溜达一

圈，现在居住环境美了，我们心情也美。”

村民关树义看到记者采访高兴地介绍。

关树义口中的“新景点”，就是安龙村

实施环境治理后打造的复合型公共开发

广场项目，该项目在二道区101省道旁，

安龙泉互通立交桥下，占地面积3253平

方米，硬化面积 1849 平方米，绿化面积

1404平方米，凉亭1座，木亭2座，廊架一

座，假山一座。项目以使用功能性为首要

条件，同时兼顾绿色生态景观以及富有文

化氛围的人文环境。作为城市硬质景观

群落缓冲带，起到了有效优化城市结构，

丰富城市生活的作用。

“环境整治关系到家家户户，作为一

名党员，我要积极带动乡亲们建设好美丽

家园。”安龙村副主任白宇开心地说，村民

有休闲娱乐去处，庭院打扮漂亮了，空气

清新，心情也舒畅。

按照经开区、兴隆山镇人居环境工

作的部署，安龙村保持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精细化、科学化和常态化，抢抓美丽乡

村建设发展机遇，强力推进全方位式无

死角全领域整治，全面落实人居环境整

治为重点的硬化亮化工程。目前，全村

共修建沥青路11条，水泥路51条，方砖

路1条，绿化河道1000余延长米，修建边

沟约 1.1万延长米，新建围墙 4000 延长

米，粉刷围墙约1.1万平方米，村屯绿化

面积约5600平方米，修建居民活动广场

2个，硬化玉米楼集中堆放点6处，自来

水接通入户677户，设立公共厕所6座。

辖区共投入垃圾箱200个，设村屯保洁员

8名，河道保洁员5名，三轮清运车3台，

垃圾清洁车2台，重新设置垃圾分类，设

立建筑垃圾堆放点，使村屯卫生环境得

到了明显改变。

今年，该村还将发展现代化农业，推

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结

盟模式，探索新型土地流转机制，以合作

社的形式与德惠市谷飞扬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对耕地统一耕种、统一收割、统一

管理、实现粮食生产就近快速转化，每公

顷增产4000斤。

农安县杨树林乡与吉林牛联集团签署肉牛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推 动 肉 牛 养 殖 规 模 化 数 字 化 精 细 化
本报讯（记者柳青）近日，农安县杨树

林乡与吉林牛联集团就肉牛产业战略合作

以及衔接乡村振兴肉牛养殖场项目承租签

约。

此次签约承租的衔接乡村振兴肉牛养

殖场项目，位于杨树林村迟家屯，占地面积

225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97平方米，可

饲养肉牛400头。合作双方将利用承租的

项目，以百头为基础、千头为规划、万头为

目标，逐步打造养殖、生产、加工、销售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条。共同努力推动肉牛产业

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

吉林牛联牧业集团成立于2020年，是

一家专门从事肉牛养殖和牛肉产品生产的

企业，在全国运营多个规模化牧场，业务涵

盖优质肉牛种畜培育、智慧化牧场运营等，

并率先建立了智慧牧场数字化信息平台，

推广应用标准化养殖技术和肉牛精准饲养

技术。牛联牧业集团以此为契机将主营业

务发展至整个农安县。

杨树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谷岩介绍，

农安县杨树林乡紧紧围绕全县百万头肉牛

发展工程加快发展肉牛养殖，截至2022年

年底，全乡肉牛存栏量突破18200头，乡域

内新增养殖场（户）191户。引进总投资

6500万元的佳旺牧业，打造了占地面积4

公顷、可饲养肉牛2100头的规模养殖场，

目前引进安格斯品种牛200头，正在组织

引进，预计达到2000头以上。

本次合作将进一步推动杨树林乡的肉

牛养殖走向规模化、数字化、精细化，对肉

牛产业加速升级、提高效益、链条延伸将起

到重要作用。谷岩说，杨树林乡将持续抓

好服务，委派专班负责养殖场（户）审批手

续的办理，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重点推进

吉林省慧鹏农牧有限公司和杨家洼子村党

总支联合养牛场续建项目，目前该项目已

经建成牛舍3栋，引进牛100余头，二期扩

建牛舍8栋，建成后可达到3000头的规模；

深化典型带动，以座谈会、动员会、培训会

的方式，广泛推广成功经验，发展规模养殖

户10户以上，同时,做好衔接乡村振兴养

殖场项目的招商，预计增加牛存量400头；

着力突破制约，通过政府牵头，积极吸纳粪

污处理企业入驻，充分整合集体资源为肉

牛养殖所用，探索在养殖散户内推广托管、

代养等经营方式，不断突破发展制约，不遗

余力推动肉牛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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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宣）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新时代职业教育要求，

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深化党建联建模

式，促进党建与职业教育工作深度融合，

推动政校企三方交互合作，近日，吉林省

医药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吉林省药监局松

原检查分局、国大益和大药房吉林有限公

司开展校企党支部共建和人才实训基地

建设。

“实训基地的建立是学校发展的需

要，更是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反哺

学校、推动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应尽的责

任。通过合作，学校和企业可以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在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

学校与校企合作单位实训基地揭牌仪式

上，松原检查分局高大明局长提到，推进

校企合作是分局致力于为企业提供服务

的重要举措之一，近两年，在分局的大力

支持下，校企合作不断深入。吉林省医

药中等职业学校立足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服务我省药械健康产业发展，为医药

企业输送了大量医药专业人才。此次实

训基地的建立将进一步深化校企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通过学校现代学徒制和订

单式培养，助推医药企业快速发展，助力

我省实现“医药强省”战略目标。

“我公司每年医药专业人才缺口达

300人，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凭借雄

厚的师资力量、精湛的教学水平和创新

的教学模式提升了人才‘造血’能力，我

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输血’永葆企业生机

活力。”国大益和党支部书记麻泽在党建

共建活动和实训基地揭牌仪式上对吉林

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为企业培养人才表

示感谢，同时期待通过组织共建、人才共

育深化基层党组织间的联动合作，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提供无限可能。

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党建工作

负责人表示，校企党支部共建、人才实训

基地建设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建设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是助推学

校党建工作与企业党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的催化剂。多年来，吉林省医药中等职

业学校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

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全力围绕省委、省

政府“医药强省”战略目标，在省药监局

党组坚强领导下，探索具有吉林医药特

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持

续深化校企合作，培养可堪大用的技能

型人才。通过此次活动，双方将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政策宣传、学习交

流、结对帮扶等方面展开常态化互动，以

校企携手的新手段、新方法，推动我省职

业教育事业发展和药械健康产业发展。

未来，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将

坚持党建引领，增强校企党支部战斗

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搭建政校企联通

高架桥。继续以企业的需求为动力，坚

定不移地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在

与企业的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

享，进一步增强学校发展的后劲和活

力。不断完善校企合作机制，拓宽合作

空间，携手共创校企高质量发展的技能

人才培养之路，切实为我省药械健康产

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长春推进全民健身设施全新升级
本报讯（记者王静雅）“高大上！我太

喜欢这里的健身器材了，非常智能，我每天

都来锻炼。”家住长春市朝阳区南湖公园附

近的刘大爷一说起这里的“室外智能健身

房”就竖起大拇指。

近年来，长春市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设

施的升级，并在朝阳区的南湖公园、绿园区

的长春公园建设了室外智能健身房。后台

数据显示，室外智能健身房已吸引近20万

市民经常锻炼，使用人次高达160万，获得

了市民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随着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的生活习惯在逐步发生变化，

数字化智能化已经进入到各个领域，全民

健身设施作为公益属性的民生公共体育

设施，“数字化、智能化”也将是必然的发

展趋势。

长春市一直致力于推动全民健身事业

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年中，不仅加强了全

民健身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提供更加便

捷、舒适的健身场所，还举办了多项全民健

身活动，如长春国际马拉松比赛、全民健身

广场舞大赛等，有效地推动了全民健身事

业的普及和发展。与此同时，加大在智能

化建设方面的投入，将智能健身设施作为

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点之一。

长春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广大市民

对智能健身房的需求量不断加大，特别是

当下人们更加注重日常锻炼，对这一项民

生设施的需求更加强烈，普及“数字化、智

能化”的全民健身设施、让更多人享受运动

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是民生大事，也是日后

政府开展民生工程的重点内容。

据了解，长春市将加强智能化健身设

施的建设和推广，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加优

质、智能化的健身场所和服务，构建更高水

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高质量推动长

春市全民健身事业向“智能化、数字化”方

向发展，建设“健康长春、幸福长春、智慧长

春”。

紧邻惠民公园的德惠市行政服务中心。（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