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的黄金时节，通化市总投资 10亿元

的龙兴里文旅小镇边施工、边招商，按下项目建设“加速

键”，一座以通化历史底蕴为主线的文旅小镇雏形已现。

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项目主体施工已完成，展现

通化老城历史风貌的文旅小镇尽显大气，特色仿古街区风

情浓郁。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工人们正加紧

进行外立面装修、场景打造、地面铺装及其他配套设施建设

等工作。

“项目总用地面积 4.4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62 万平

方米，目前已完成投资 8.5 亿元，预计 7月完工。同时，招商

工作也已经全面启动。”抢抓工期，项目负责人于同帅一刻

不放松，正严格查看每一处施工细节。

据了解，深度挖掘通化历史文化和关东民俗，龙兴里文

旅小镇项目全面复原商业老字号和传统老业态，再现关东

重埠的历史风貌。

秉承“街区即景区、商户即景点、产品即场景、服务即表

演”理念，项目围绕“一心四区六广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

打造沉浸式场景，融入餐饮、美食、购物、娱乐休闲、互动体

验、酒店民宿等业态，打造红酒街、人参街、非遗工坊街、美

食天街、东北特色美食街、文化演艺街、主题酒吧街等沉浸

式主题功能街。

关东宝地尽诗意，通化老城皆风情。将历史文化与民俗

文化融入景观节点之中，龙兴里文旅小镇以主城楼前广场

及 6个主题广场，活化演绎城门旧影、山中采参、缘定今生、

葡果飘香、戏说关东等情景故事；围绕通化重要历史和文化

片段，打造金厂岁月、萨满古俗、关东旧事等景观节点。

再现百年繁华，提升城市品级。龙兴里文旅小镇建成运

营，将进一步优化通化市本级文旅产业布局，成为文旅新地

标和新经济增长点。

本报讯（吴妍 庄宏娇 记者李铭）今

年以来，通化市东昌区纪委监委着力提

升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效能，坚持“学习、

调研、工作、总结”有机融合，不断推动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在学习提升中武装干部头脑。将

“线下”分层分类精准施训、“线上”集体

“充电”相结合，使学理论与学业务“两手

抓、两促进”。依托“学习强国”等平台，

每周五下午组织开展自学，深学细悟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不

断用理论知识武装头脑；开展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专题讲座，举办“九点晨读”

“微课堂”“业务论坛”等活动，不断强化

干部对业务知识、纪法制度等内容的熟

练掌握。

在调查研究中推动纪检监察。坚持

问题导向，结合全年重点工作安排部署

调研任务，由纪委书记领题带队，成立调

研组，深入全区企业、职能部门和乡村，

重点围绕惠民政策落实、廉洁文化建设

等内容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研认真收

集第一手资料，摸清实际、研究问题、谋

划举措。活动开展以来，收集群众意见

建议90余条、形成调研成果5个、启动2

个民生领域专项监督。

在工作推动中汇聚有效举措。坚

持在调研中思考，在思考中谋划，在谋

划中工作，及时把调研成果转化为符

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推动工作落实的

具体举措。针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重大

意义，结合实际制定印发《关于在全区

建设廉洁文化集群阵地的实施方案》，

指导全区建设廉洁文化矩阵，推动廉

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建

成“清廉亭”、廉政文化墙等标志性地

点22处，进一步营造崇尚廉洁的良好

社会风尚。

在总结提炼中探求形成规律。建立

“周例会、月小结、季报告、年总结”等工

作制度，运用“常委（委员）+”工作模式，

及时组织交流汇报工作进展、经验亮点、

问题困难，通过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做法，补短板、强弱项，同时将好经验好

措施提炼固化为长效机制，将好对策好

建议梳理转化为务实管用的具体举措，

有针对性地增强联络站成员履职尽责能

力，推动“幸福食堂”“照明行动”等多项

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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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张瑞智 记者李铭）“公司为了扩大

生产，需要建立加工厂，资金有一定缺口。多亏

了市金融办为我们协调银行办理贷款，解了燃眉

之急。现在我们建立了新生产线，满足了线上销

售需求。”吉林省国参堂药业有限公司招商经理

赵晓彤对通化市直达快享的金融服务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

支撑，通化市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结合“服务企业年”活动，制定开展“金融助苗”行

动，围绕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重点领

域，着手构建多层次、多触角式的政银企常态化

对接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截

至5月末，全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89.8亿元，

同比增长7.4%。

加大上市工作力度。抢抓多层次资本市场

改革机遇，多方协调引入各类上市资源，进一步

强化与深交所、上交所、港交所、吉交所等建立对

接合作关系。出台促进企业上市激励政策，完善

市、县上市推进领导机构，建立服务专班和一对

一问题化解机制，加快推进“8+10”重点上市企业

培育计划。目前，新引进股权投资12.5亿元、累

计24.4亿元，3户企业进入上市辅导期，累计进

入省级拟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企业16户。

改善金融运行质量。突出重点项目、重点企

业强化融资支持，积极发挥金融服务专员和“项

目中心+行长制”作用，全力做好金融服务保障。

累计收集全市重点项目融资需求信息18个，组

织开展首场银行行长实地观摩活动，达成支持意

向项目3个、金额6590万元。梳理“专精特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融资需求信息19户，达成信

贷支持意向6户、金额1.29亿元。梳理重点工业

项目融资需求8个，成功对接4个、达成支持意向

1.9亿元。建立保费收入“赛马机制”，大力推进

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下发《关于加大对通化市

人参种植保险支持力度的指导意见》，切实发挥

政策性农业保险兜底保障作用。今年1月至5

月，全市保费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1%、8.07%、

8.27%、8.95%、7.92%。

强化金融供给支持。普惠小微贷款实现量

增、利降良好态势，全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156.79亿元，较年初增加8.15%，增速5.48%；

贷款户数1.92万户，较年初增加1437户。全市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37%，同比下降

1.21个百分点。全市脱贫小额信贷余额较年初

增加868万元；户数较年初增加445户。

扎实做好企业服务。组织开展“服务企业

年”暨“金融助苗”专项行动，优化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发展，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力

度，通过优先支持企业上市、转续贷过桥、融资增

信、线上服务融资对接等措施，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截至5月末，应急周转基金新支持97户企

业转贷 6.5 亿元、累计支持 1890 户企业转贷

213.2亿元；信保基金新增担保业务16笔3472

万元、累计担保业务89笔2.07亿元；“吉企银通”

平台新增融资133笔6.4亿元、累计融资987笔

47.4亿元。

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强化普惠小微工作，加

快“吉企银通”平台应用推广，截至5月末，平台

累计认证小微企业1337家，累计放款47.39亿

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55%。扎实推进农村普

惠金融，“吉农金服”村级金融综合服务站覆盖率

达53%，今年新发放农户贷款1255笔7556.69万

元、累计发放农户贷款2677笔15215.24万元。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畔，吉林红色

标识“三地三摇篮”穿越百年吉林历史长

河，承载一段段红色记忆，铭刻着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守好“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基因，吉林

杨靖宇干部学院根植吉林红色热土，深挖

“三地三摇篮”红色资源，创新打造红色课

堂——红色吉林主题教室。

“既是主题教室，也是吉林省红色资

源、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展示平台。希望

通过这间主题教室，让吉林学员通吉林史

更爱吉林，域外学员知吉林事更了解吉

林。”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副院长丁彬道出

红色吉林主题教室的建设初衷。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走进红色吉林

主题教室，围绕“三地三摇篮”六大版块，教

室共融合了210张图片、99种137册印本图

书、6个电子显示屏、两个透明展示柜等。

每一张历史图片、每一段岁月征程，都是革

命文化、初心使命、精神动力的承载，述说

着这片红色大地的动人故事。

教室集场馆式展陈、视频教学、资料查

阅、学习互动等于一体，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的阻隔，架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立足“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逻辑，启迪

学员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加深对当前中

心任务、历史使命的理解。

“你是如何理解‘东北抗联精神’的？”

“一汽的建成投产和快速崛起对新中国的

经济建设有哪些重大战略意义？”……

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室运用讲授和研

讨相结合的多元教学方式，打造翻转课

堂，让学员引导学员在查阅资料、深入思

考、找寻答案、交流分享等自主式和研究式

学习过程中，自我感悟、自我总结、自我激

励、自我提升，体会领悟蕴含于“三地三摇

篮”中的精神特质。

“让学员有所学、有所思、有所悟，教室

配有智慧教学系统，采取翻转课堂形式开展

教学，将学员分成六个学习小组，以问题为

导向，引导学员自主与研究式学习，启发学

员从荣光吉林走向激发光荣，继承先辈遗

志，从‘摇篮’再出发。”教研部主任王莹说。

身后是雄浑历史，面前是壮阔征程。

以红色吉林历史为脉络，学员们在红色吉

林主题教室中重温党的辉煌历程、感悟吉

林大地岁月变迁，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永葆

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内在动力。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

不灭。学员张佳宇表示，吉林杨靖宇干部

学院特有的红色资源，走在前沿的教学理

念，模拟现场和情景式等鲜活的教学方式，

讲好讲活了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

故事、吉林的故事，为党员干部培根铸魂、

增智赋能。“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

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在本职岗位上敢担当、有作为、求突破，

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

力量。”

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一路追寻，红色

吉林主题课堂讲述的是奋斗，启示的是当

下，烛照的是未来，既是一项政治使命，也

是文化传承工程。

“集合各方力量，广泛撬动资源，我们

深入调查研究，前往一汽、长影以及航空航

天学校实地考察，历经半年多时间精心打造

红色吉林教室，让红色精神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生生不息。”教研部教师刘诗文告诉记

者，学习中，有的学员被深深触动，感慨万

千；有的学员课后也会来到教室，深入了解

学习。

重温光辉历程，砥砺奋斗初心，吉林杨

靖宇干部学院深挖红色“家底”，擦亮红色党

性教育品牌，红色吉林主题教室引导党员干

部在一次次回眸中筑牢信仰根基，凝聚起新

时代赶考之路上的奋进力量。

通化市助企塑信“有温度”
本报讯（吕杨 记者裴虹荐）今年，为

支持企业稳定发展，通化市以信用提升行

动为抓手，创新信用修复举措，优化信用

修复流程，主动靠前为企业提供“有温度”

的信用服务，为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信用支

撑。

开展信用培育，加强经营主体诚信教

育和守信经营指导。结合“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知识产权宣传周、“5·20

世界计量日”“质量月”等开展诚信宣传活

动，进一步增强“讲诚信、守信用”理念，提

高经营主体依法诚信经营和参与信用建

设意识。

优化信用修复流程，提高信用修复效

能。通过开通信用服务热线，设置信用修

复专人，为各类失信市场提供包括一般行

政处罚修复、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

失信修复等各类信用修复服务。对已履行

相应义务申请信用修复的经营主体采用

“线上+线下”双向受理模式，一次性告知失

信企业信用修复流程及所需材料，并开辟

线上提交材料、线上审核、线上修复的信用

修复“绿色通道”，实现“零见面、线上办”，

推进信用修复程序化、便利化，让经营主体

“多办事、少跑路”。

截至目前，通化市市场监管局完成信

用修复596例。其中，通过信用修复撤下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应行政处罚

信息2条，依法移出经营异常名录95户、恢

复个体工商户正常记载状态499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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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红色根脉”凝聚奋进力量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探索“三地三摇篮”红色育人新路径纪实

本报记者 李铭

聚焦项目建设

龙兴里文旅小镇：打造通化旅游新地标
本报记者 李铭 裴虹荐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红色吉林主题教室内，学员们体会领悟蕴含于“三地三

摇篮”中的精神特质。孙晓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