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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四平营商环境打造成一张耀眼的名片，

是四平市委、市政府对经营主体和全市人民的

庄严承诺。随之而来的，是深化简政放权、严格

规范执法；是创建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平公

正的法治环境、利企惠企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

的要素环境；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靶向定标、

一企一策，聚焦急难愁盼，全力为企业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题。

长风破浪正当时。对于这一点，四平本地

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们感触尤深——

“干事有助力，发展有底气”

“昨天，四平市全民阅读协会组织了‘全民

阅读进农村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很多会员带

着孩子们到我们公司的辽牧蛋品无抗养殖基

地——梨树县牧丰养殖场参观，这些城里小孩

头一次看见鸡蛋是怎么来的，特别兴奋。”5月

15日上午，吉林省辽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立恒，津津有味地向记者讲述企业的

发展历程。

吉林省辽牧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主要经营现代化、规模化蛋鸡养殖，蛋

品贸易，品牌蛋营销等业务。杨立恒介绍说：

“与大家印象中的养鸡场不同，我们的蛋鸡养殖

鸡舍相当干净，智能化程度特别高，有全自动上

料系统、恒温空调系统、24小时不间断换热系统

等等，可以实现喂食、温控、清洁等日常工作一

键操作完成，也就是说，这些蛋鸡住空调房、吃

营养餐、喝纯净水，听舒缓曼妙的音乐，享受着

VIP级的待遇。”

优良的环境 ，当然会产出高质量的鸡

蛋。相比传统养殖方式，智能化养殖更加绿

色、安全、环保，既能节省成本，又利于疾病防

控。

杨立恒说，干事有助力，发展有底气。眼

前的这一切，都得感谢当地政府。2020年，辽

牧蛋品公司有了一个生产无抗生素、无药物残

留的品牌鸡蛋的计划，想在梨树县孤家子镇建

设占地5400平方米的无抗养殖基地，引进一系

列先进设备和现代化管理模式。能不能实现

这一“宏大”目标，说实在的当时心里没底。接

下来的进展，让“辽牧人”十分感慨：项目从选

址到审批、建设，再到最后投产，政府部门全程

跟踪服务，领办、代办相关手续，提供养殖技术

方面的指导，并且，因该项目投产后可吸纳当

地居民就业、带动梨树县数千脱贫户增收，梨

树县政府特为辽牧蛋品无抗养殖基地提供了

30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推动项目快速落地、

迅速“见效”。

2020年，四平市创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平地生香”，辽牧蛋品被评为首批授权使用企

业；2022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推动下，辽

牧蛋品无抗养殖基地获评国家蛋鸡养殖标准化

示范场和四平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23年，辽牧蛋品公司与广东隆粤广和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新建蛋品深加工企业，整体建成后

年产值将达到2亿元，实现税收450万元，梨树

县政府再次为项目提供 600万元乡村振兴资

金；为了帮助企业拓展销售渠道，市委统战部、

市工商联、市商务局协调对接欧亚、双亿等各大

商超，铁西区政府则将辽牧蛋品列为重点保供

单位。

现在，辽牧蛋品公司日产鸡蛋45万枚，富

硒鸡蛋、虫草鸡蛋、蚯蚓鸡蛋，被广大消费者认

可、喜爱，常年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在省

内各大商超也有销售。

“政企合作让项目进展更顺利”

如何加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满

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全社会关注的

问题。在四平市铁西区社区居家养老智慧服务

中心，各项先进设备和全面服务，让“养老”更轻

松。

该中心为两层独栋建筑，面积300余平方

米，由铁西区民政局牵头建设，万嘉慧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中心引进了智慧全域

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为社区养老、居家养

老、机构养老等模式，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智能

化、便捷化的服务，包括健康信息动态管理、生

命体征实时监测、家庭安防系统报警、远程监护

健康管理、老人迷失走失定位、一键智能紧急呼

叫、数据统计分析报告、一站式贴心人文关怀

等，致力于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实现“15

分钟养老生活圈”。

此外，铁西区民政局还配套装修建设了西

园社区、华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5月同时开

业。这是四平市首家综合型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标志着铁西区养老服务新模式正式开启。

该项目正是四平市政企合作、共谋发展的

生动实践。

今年，铁西区顺应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大趋

势，提出“1159N+7”的全域康养模式，即以1个智

慧养老平台为指挥中心，成为全区智慧养老的中

枢系统；1个公办社会福利中心，对鳏寡孤独等

特殊群体进行养老托底；59个社区（村）养老服

务中心，内设老年食堂、棋牌室等活动场所，既满

足入住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也为“N”个居家

老年人提供餐食、就医、文化、娱乐等基本服务；7

个民办养老机构则作为居家养老的可靠支撑，为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

得知铁西区政府针对全域康养的规划构想

后，万嘉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艳军认

为，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同时，也可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

需求，让他们享受幸福晚年，这与他开办养老企

业的初衷不谋而合。于是，公司积极参与到这

个项目中。

政企合作让项目进展更顺利。赵艳军说：

“铁西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全程跟进，和我们一

起贪黑起早地加班，出现什么问题都能及时解

决。前期我们一同到北京、泉州、长春、梅河口

等城市调研学习，和当地民政部门对接；当一些

居民对养老院存有偏见，阻碍建设时，政府就出

面与社区、居民耐心沟通、疏导；针对平台建设，

政府积极收集、完善数据信息，在丰富平台功

能、增加党建元素、装修设计、制定收费标准等

方面，进行指导、监管，让中心能够最大化实现

理想效果。”

4月，铁西区社区居家养老智慧服务中心启

动使用，已为150多位老人提供智能化服务。4

月中旬，西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始试运营。

5月 6日，记者走进西园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正赶上午饭时间，三三两两的老人陆续进入

餐厅，坐在餐桌旁一边聊天一边等着开饭。这

些老人大多住在西园社区，最近不约而同地过

来“参观”“考察”。看见卧室宽敞整洁，餐厅提

供的饭菜荤素搭配、可口实惠，工作人员耐心礼

貌、照护精心，价格还很低廉，每月 1000多块

钱，老人们都很满意，纷纷办理入住。而其他未

入住的老人们，也经常过来下棋、练书法、打乒

乓球，和大家一起吃饭。

“政府把我们的事放在了心上”

去年6月18日，四平市2022年初夏房交会

暨车辆展销会·地产优质农产品展销会启幕。9

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平地生香”授权企业参

展，大米、杂粮杂豆、畜产品、野味山珍等8大类

130余种地产品林林总总，摆满了展台。

“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各位老铁！看看我们

家的香油，原料健康绿色，运用传统生产工艺，

古法研磨，大铁锅墩晃，经多道工序耗时一个

月才能走上消费者餐桌。不含黄曲霉菌，美容

养颜、软化血管，吃过的都知道啊！”在四平市

晓香坊调味品厂的展位前，负责人王晓晶身穿

满族服饰，正在快手平台上直播，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

2018年，为了继承祖辈留下来的手艺，王

晓晶成立了四平市晓香坊调味品厂。企业始

终秉持“用良心做好粮油，服务百姓香飘万

家”的宗旨，坚守“创新发展，守信重誉，服务

社会”的理念，以醇香的口感、优良的服务，积

攒下一大批回头客，并且在口口相传中“香”

名远播，不断拓展市场。晓香坊生产的小磨

香油、石磨麻酱，被四平市评为优质农产品，

入围“第一书记代言直播优质产品”；晓香坊

被评为消费者放心单位，获得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平地生香”的使用权；多次作为四平

农产品代表，参加省农博会、东北亚博览会、

省冰雪文化旅游节等活动。

“说起政府的扶持，我真是满心感谢，政府

把我们这些小企业的事切切实实地放在了心

上。”王晓晶绘声绘色地讲起去年12月新建豆

油生产线的事：“那时候我们建完了厂房，需要

市场监督管理局过来审查。当时大家身体状况

都不好，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一直

咳嗽，嗓子哑得不成样子，但他们丝毫没有推诿

或者不耐烦，一个劲儿说‘大姐，你家的事我们

必须做到位，不影响你生产’，当时我这心里别

提多感动了。”

之后，厂房建成，顺利投入生产，仅仅 15

天，晓香坊卖出5700斤豆油、4000斤花生油和

21吨豆粕。

“市农业局为我争取到在各大活动场所参

展的机会；商务局帮助对接外省外市，搭建走出

去的平台；住建局提供了优惠政策；还有供销

社、文旅局，铁东区发改委、乡村振兴局等，都是

从各个方面尽心尽力地帮助我。宣传推介没有

落下过我，经常和我沟通，问我有没有什么困

难。我们企业踏踏实实干，政府全力以赴支持，

这事业就做起来了。”

王晓晶现在干劲满满，正计划建新的厂房，

再增加几条豆油、花生油和豆粕的生产线，还要

延长产业链，陆续推出豆面条等新的豆制品。

“当好商家的总后勤部”

汇力磅礴，方得勇进。2016年2月，在四平

市工商联的指导下，部分四平企业家发起成立

了平商联合会，旨在搭建起政府与企业、企业与

企业、企业与社会间的桥梁，建立四平籍企业家

利益、荣誉共同体，资源共享，携手并进。

几年来，在四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市

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强力推动，商会逐渐成长壮

大，相继获得3届年度全国“四好商会”、全球吉

商优秀商会组织、吉林省最具爱心社会组织、国

家5A级社团组织等荣誉，并在2018年发起搭建

全国性“天下平商”大平台，主要为四平籍和对

四平有感情的企业家提供交流合作服务。目

前，商会有本地会员及会员企业500家、域外四

平籍企业家及成功人士700余人，已成为吉商

联合会市州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会定期组织培训，依托市工商联、总工

会、铁西区统战部等部门，已开展培训10余次，

受训人数达1500余人次，极大提升了企业家的

整体素质和企业经营能力；充分了解会员企业

家的专长，将人员分门别类，成立财税、法律、健

康专业委员会，及时协调解决会员在企业经营

及生活中的问题；带领会员发起项目，对接政府

部门推动事业发展，实现企业和政府双惠双赢，

如搭建“爱警惠警平台”，首期联合40家企业入

驻提供服务，既可以有效解决警务人员的日常

生活急需问题，也为企业增加销量和认可度。

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季胜楠，是商会的会员

之一，因为从小就看着父母养蜜蜂、做蜂蜜生

意，季胜楠对蜂蜜有着特殊的情怀。2014年，因

为家庭变故，季胜楠决心将蜂蜜事业传承下去，

注册了“老季·玉和蜜庄”蜂蜜品牌，通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模式推广销售。既在淘宝、

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等平台开设网店，又在线

下通过实体体验店进行文化输出，加深顾客对

蜂蜜的认知。因匠心品质和独特的酿蜜技艺，

她家的蜂蜜十分畅销，生意越做越好。2020年，

由于客观因素，两家实体店暂时歇业。今年4

月，季胜楠计划将实体店重新开起来。

选址是个重要的事，季胜楠看中了四平正

在打造的玉米街区。“去年，商会带着我们去市

玉米办参观，那一次我对四平玉米产业有了更

深的了解，也想着把蜂蜜和我们家乡的玉米融

合起来，做出新的产品。”季胜楠将蜂蜜制成冻

干粉，再与玉米糊混在一起，加温水冲调后搅拌

均匀，一杯甜而不腻、清香四溢、美味营养的蜂

蜜玉米糊就做好了。此外，季胜楠还将蜂蜜做

成玉米糊“伴侣”，直接加入冲泡好的玉米糊中，

有提升营养和口感的作用。

季胜楠对平商联合会的党委书记王玉明说

了这个想法，王玉明认为非常可行，立即和市玉

米产业办沟通协调。“我4月20日联系王书记，

25日就签了玉米街区的合同，市玉米办和商会

都是鼎力相助，效率特别高。”季胜楠高兴地说，

“玉米街区有前3年免房租的优惠政策，这对我

们小企业来说，真是减轻了很多压力。”

玉米街区的店铺现在正在装修，季胜楠计

划着打造一个沉浸式体验店，让更多顾客感受

幸福甜蜜的蜂蜜文化。

接受采访时，王玉明表示：“对接政府部门、

助力企业发展，是商会的责任和义务，平商联合

会一定会继续努力，当好四平商家的总后勤

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切实体会到四平

市委、市政府实实在在扶持企业的心。以我自

己的实际经历为例，市工商联、自然资源局、四

平经济开发区，这些部门都帮助过我解决一些

难题，让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政府利民惠

企，让我觉得在四平落户创业有希望、有前景！”

长 风 破 浪 正 当 时
—— 经 营 主 体 看 四 平 营 商 环 境（ 下）

本报记者 崔维利 杨率鑫 实习生 邓玉卓

在吉林省辽牧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的包装车间，

经过人工筛选的鸡

蛋还要在生产线上

进行光感检验、紫

外线杀菌，以保证

蛋品安全、健康。

杨立恒 摄

今年，铁西区提出构建“1159N+7”全域康养模式，万嘉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积极参与该项目，

政企合作建设了四平市铁西区社区居家养老智慧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智能

化、便捷化的服务。图为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理发。于彦 摄

2022年末，平商联合会对200余家会员企业开展调研走访活动，了解他们的发展现状和实

际需求，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服务举措。项伟 摄

四平市铁东区

老季·玉和蜜庄的

蜂农正在采蜜。

季胜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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