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22-0001 国外发行刊号D776 邮发代号：11-1 彩练客户端

总第27781期 今日8版
2023年9月4日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七月二十 七月廿四白露

中共吉林省委主管主办 吉林日报社出版

大吉网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本版编辑 周力 王淳红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产业结构持续调整；民营企业信心增强、轻装

上阵、大胆发展、底气更足……几年来，吉林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清晰可见。

作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

新突破道路上的坚实力量。近年来，我省大

力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乘势

发展，亮点频出。

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地，吉林民营经济的

韧性再一次被证明。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末，全省民营企业户数达到62.6万户，同比

增长16.9%；个体工商户达到252.8万户，同

比增长9.4%。2022年全省民营企业上缴税

金496亿元，占地方级财政收入的58.3%。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厚植民营

经济发展沃土

位于长春新区的长春捷翼汽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我省一家“独角兽企业”。“今年以

来，企业总体经营情况呈稳步上升趋势，新能

源汽车领域和出口业务方面，订单量增长迅

猛，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较大。”在长春捷翼

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曲彬睿看

来，企业取得优异的经营成绩与我省愈发向

好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各级部门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关心和帮

助一直都很到位。为企业解决了许多发展过

程中的实际问题。”曲彬睿说。

从企业的初创注册、项目建设、投产运

营到全面盈利，近年来，我省真正做到了全

流程服务保障，既为企业锦上添花，更为企

业雪中送炭，全力保障民营企业更好更快

发展。

企业的良好发展，是我省支持民营经济

稳步向前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我省持续

强化服务企业能力，相继开展了服务企业大

调研、“服务企业月”等活动，制定为企业办实

事清单，打出了精准服务企业与精准落实政

策的“组合拳”。

截至目前，全省认定省级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118家（其中国家级12家），整合社

会化服务机构500余家，累计为5.5万户民营

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近年来，通过吉浙两省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平台，累计

培训民营企业家5650人。

眼下，我省正在大力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的“四大工程”，聚焦民营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整理出了182项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为民

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和法治保

障。

皓月集团作为我省土生土长的民营企

业，已经成长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肉牛产业中

叫得响的吉林品牌。自 2021 年我省出台

《吉林省“秸秆变肉”工程实施方案》《吉林省

做大做强肉牛产业十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

施以来，企业构建起了“全省养殖、集中加

工、全球增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肉牛产销

体系，全面发力“秸秆变肉”。

“企业发展25年来，得益于吉林省越来

越好的营商环境，目前我们的产业规模、品牌

影响、进出口贸易额等方面都稳居全国同行

业第一。”皓月集团董事长丛连彪表示，优良

的营商环境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沃土”，正是

有了我省的政策举措赋能与贴心服务，企业

发展才能如鱼得水。

金融信贷“活水”浇灌 助力民营

企业发展

700亿元，这是2022年我省为经营主体

减负的总金额，全力打好“减免返缓降”组

合拳，是我省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关

键举措。

去年以来，针对企业用地问题，我省创

新“点状供地”和工业用地弹性供地政策，

实施“无还本续贷”，帮助经营主体获贷续

贷近180亿元，降低用地成本和融资成本5

亿元。

今年 1-6 月 ，全省累计投放再贷款

208.89亿元，同比增长78.63%；累计办理再

贴现123.49亿元，同比增长36.33%，向符合

条件的法人银行机构提供激励资金1.27亿

元，撬动普惠小微贷款增量 63.5 亿元，指

导银行机构运用各类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

发放优惠利率贷款71.26亿元，进一步强化

了金融信贷对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解渴”

功效。

“围绕汽车产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

新材料、千亿斤粮食、千万头肉牛等重点领

域，目前吉林银行已经支持了建龙钢铁、中

泽集团、合心机械、长光卫星、吉林敖东、皓

月集团等我省骨干民营企业。”吉林银行行

长秦季章表示，今年一季度，吉林银行民营

经济贷款余额达2525亿元，占各项贷款的

60%以上。

“今年下半年，吉林银行将继续创新金融

服务支持重点产业的头部民营企业，选择扶

持一批民营企业成为供应链管理的核心企

业，带动自身及上下游发展，搭建‘政府+银

行+协会+期货+企业’五位一体的金融模式，

切实破除农业等领域民营龙头企业的融资难

题。”秦季章说。 （下转第五版）

厚植成长沃土 激活澎湃动能
——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本报讯（记者代黎黎 王雨）近年来，延吉市大力发展服

务外包产业，持续壮大产业规模，外包产业粗具集聚形态，为

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2013年起，延吉市把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作为提升产业布

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扩大就业的“绿色产业”来抓，加快服

务外包产业园区建设，扩大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形成了具有

一定规模且特色鲜明的服务外包产业。

目前，延吉市注册在案的服务外包企业有91家，从业人

员约2000人。2018年至2022年，全市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

额达到5.58亿元，常年占全州执行金额的92%以上，稳居全省

第二。

为提高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延吉市在

软件开发、人员培训、资质认证等方面，先后向50家服务外包

企业拨付490余万元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发展。

今年1至5月，全市15家企业离岸服务外包额完成6652.58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82%，占全州离岸服务外包额93%。

延吉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会把服务外包产业

作为延吉市贸易增长新亮点、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引擎和扩大

就业新渠道来重点培育，引导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赢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聚焦青年所需所盼，吸引更多年轻

人，特别是服务外包领域高端人才来延吉干事创业，推动全

市服务外包产业蓬勃发展。

延吉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本报讯（记者李铭）缅怀英烈祭忠魂，

抚今追昔共奋进。连日来，为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78周年，在“红色之城”通化，党政

机关、驻通部队、人民团体、大中小学生及

外地参谒群众等1万多人来到杨靖宇烈士

陵园，祭拜革命先烈，传承弘扬忠诚于党

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

步入杨靖宇烈士陵园，杨靖宇将军

戎装铜像巍然伫立，气势凛然，陵园四周

苍松翠柏环绕，拜谒群众依次排队走近

杨靖宇将军铜像，敬献鲜花寄托深切哀

思。

“缅怀先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更重

要的是传承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

神。我要向东北抗联战士学习，传承东北

抗联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敬仰转化为努

力向上的动力，好好学习，不辜负祖国对

我们的期望，做新时代的好少年。”通化市

靖宇小学学生王婧淇坚定地说。

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700多件珍

贵的图片、文物、文献、图表和精美的绘

画、逼真的场景，充分展示了东北抗日联

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在讲解员动情

详细的讲述中，大家深切感受到东北抗联

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

驻通某部队政治教导员张英伟感慨

道：“我们将把历史的伤痛和先辈的遗志

转化为奋斗强军的前进动力，在如期实现

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的进程中，续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时代篇章。”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

通化市各界群众追忆历史缅怀先烈

“航空发动机是国之重器，是国家科技实力和

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装配厂“李志强班”职工回

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寄予厚望。广大航空

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作

为砥砺奋进的力量源泉，矢志创新、勇攀高峰，加

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让中国的飞机用上

更加强劲的“中国心”，为建设航空强国、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贡献力量。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近年来，我国航空发

动机研制战线广大干部职工初步探索出一条自主

创新发展的新路子，大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李志强班”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李志强班”以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

李志强的名字命名，主要负责航空发动机及燃气

轮机总体装配工作。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

到沈阳黎明公司考察时，曾与“李志强班”职工亲

切交流。

9月1日，在位于辽宁沈阳的中国航发黎明发

动机装配厂总装工段，60余名一线员工聚精会神

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作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发起人，李志强

回想起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志强班”职工

亲切交流时的场景，依然心潮澎湃：“当时总书

记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一直深深铭刻在我们

心中，成为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力量源

泉。” （下转第二版）

让中国的飞机用上更加强劲的“中国心”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发黎明发动机装配厂“李志强班”职工的回信激励广大航空科技工作者矢志创新、勇攀高峰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8

周年，通化市社会各界群众纷纷来到

杨靖宇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缅怀

先烈、铭记历史。

高境远 摄

本报讯（记者万双）今夏以来，长春净

月高新区积极谋划城市更新项目，将净月

大街下穿隧道、生态大街、福祉大路的改

造提升工程纳入“2023 年城建计划”加以

重点推进，完善快慢相宜、刚柔并济的宜

居城市交通体系。目前，各项工程进入关

键节点，改造后的三条主干道将在今年

“十一”前亮相。

净月大街下穿隧道将在10月底竣工。

新建的净月大街下穿隧道，起点金惠街以北，

终点为橙桔路以南，全长约1.5公里，隧道全

长约为1公里。建成后将与世纪大街快速路

连通，分流过境车流，避免与景区车流发生交

叉，改善净月大街沿线居民以及企业出行条

件。据介绍，净月大街下穿隧道土方工程量

完成75%，底板工程量完成35%，侧墙工程量

完成15%。该项目最早有望在9月30日前简

易通车。

生态大街改造工程计划9月底完成。据

了解，生态大街改造提升项目在解决道路病

害的同时，还将完善城市慢行系统及两侧公

共空间、绿化亮化等配套设施，并增加了城市

“慢跑道”，进一步提升周边环境、满足居民多

元的出行需求。目前，生态大街沿途车行道、

慢行系统、辅道和电气工程都在紧张施工中，

工程计划于2023年9月底完成。

另据了解，今年8月起，净月高新区着手

实施了福祉大路（临河东街——净月大街）

改造提升工程，主要对道路病害进行修复、

处置，并完善道路慢行系统及相关绿化、亮

化、美化等配套项目，也将于今年9月底完

成施工。

净月高新区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坚持“以

人为本”的原则，重视人性化设计和精细化

设计，融入了“家装”理念、文化元素，通过优

化道路空间，完善市政道路功能，提升街道

品质与内涵，实现市政、环卫、景观、照明、公

交等系统统一的景观效果。三条主干道改

造完成之后，不仅解决群众的出行问题、消

除交通安全隐患，更会让生活在净月、通行

于净月的居民收获更加安全、通畅、美观、舒

适的出行环境。

长春净月高新区道路改造提升项目稳步推进
三条主要干道“十一”前全新亮相

夏秋之交的夜晚，最佳拍档非

音乐与啤酒莫属。

19时，四平市道东19号院迎来

了一拨又一拨男孩女孩。暖黄的灯

光照亮一方“城市营地”，也照亮一

张张欢欣雀跃的脸庞。五六张露营

餐桌不远不近地排开，原本不熟的

客人们在或动感或抒情的音乐调动

下，像老朋友一样，唱歌、跳舞、碰

杯，烧烤的缕缕肉香和袅袅炊烟也

跟着律动起来。

任谁也想不到，这样活力四射

的场景、这样热闹新潮的氛围，就发

生在一座破旧的老工厂里。

作为老工业城市，红砖墙、高烟

囱、粗管道、大标语，是四平在上世

纪工业时代的特殊记忆。后来，随

着城市规划建设，工业企业整体搬

离市区，留下了一间间闲置厂房，20

多年来无人问津，日渐衰老废弃，成

为城市里的“工业锈带”。

这些废街旧巷不仅是城市新貌

的“疮疤”，也是亟待开发的工业文

化遗产，拥有蝶变为“生活秀带”的

巨大潜力。2019年，在铁东区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知一文化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选定北八马路19

号闲置的老包装厂，在保留原厂房

的基础上，规划投资1.3亿元，分3

期改造建设“知一·道东19号院文

化艺术区”。

一场蕴含着破与立、融与合、保

护与传承的变化开始了。

厂区建筑不必拆毁，偌大宽阔

的厂房，正适合改为大型运动场所

和歌舞场所；挑一间稍小一点的厂

房，在水泥地上“敲”出几道岁月的

裂缝，将原本斑驳的墙面再做旧一

些，贴上清新文艺的标语，配齐桌

椅沙发及各类炊具，就成了亲朋好

友们室内团建的好去处；外面的红

砖墙垒得结实，只有嵌着的玻璃窗碎了一块又一块，这个不

必修补，老旧的轮胎、自行车、铁罐、铁网，涂上五颜六色的油

漆，装饰在红墙上。

为加快建设进程，铁东区政府数次发函至相关部门，推

动合法化手续的办理；召开调度会，研究疏通项目推进的难

点堵点；多个部门的领导到现场走访调研，尽力帮助。

2020年夏天，道东19号院正式运营，建有“艺术创作中

心”“文化创意剧场”“特色主题餐饮”“室内活动中心”“体育

运动中心”“体验教育中心”“大学生创业孵化器”“LOFT创客

空间”“室外露营广场”等一批“798”形态文化主题建筑聚落，

成为四平市首家城市更新项目和东北地区首家工转商使用

的民营文化艺术街区。

“从建设到运营，市里、区里的相关部门都对园区提供

了不遗余力的帮助。申报省级和市级的特色文旅街区、供

电增容、供暖收费、垃圾清运，都是政府帮我们解决的。”知

一集团总经理武士博满心感激地说，“政府能扶持企业到

这个程度，让我觉得现在就是干事创业的最好时代、最好

环境。”

吉林省第一家室内马术馆——小骑士马术俱乐部，四平

市面积最大的高端夜店餐饮品牌——十里洋场音乐酒吧，东

北地区最知名的脱口秀品牌——草台喜剧馆……众多优秀

项目纷至沓来，园区每天的客流量在1000人以上。昔日的老

工厂重焕生机，华丽转身为四平工业文化旅游区、城市夜经

济消费区、四季特色餐饮街区、创新创业产业园区和城市文

化生活新空间。

“这里打造得特别有艺术气息和文化内涵。既有上世纪

的怀旧感觉，也有今天的潮流风范，不仅能露营烧烤、唱歌跳

舞，还能欣赏到文化展览、进行运动健身，满足了很多人不同

的需求，我们都乐意过来。”市民李先生说，他和朋友们常常

光顾道东19号院，流连忘返。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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