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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而上“智”领发展
——通化市推进“数字通化”建设工作综述

冯春雷 王晓红 本报记者 李铭

数字驱动创新，智慧赋能发展。

近年来，通化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数字通

化”建设，加快推进城市多元化数字转型，着力提升数字

服务效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将通

化打造成为东北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化城市。

以开放的视野把握发展大势、抢抓战略机遇、勇于创

新突破，“数字通化”正逐步变成生动现实，成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新”中有“数”，发展提速

推动全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通化市“硬支

撑”和“软实力”双向发力。

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通化市

制定《“数字通化”总体规划》《通化市大数据建设应用“十

四五”发展规划》《通化市数字信息产业链发展方案》等一

系列数字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层

级、跨系统、跨业务协同联动机制，为“数字通化”建设提

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夯实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根基，全市建成出口光缆

（纤）路由10条，出口宽带总容量6T，网络城市建设目标

基本实现，高速宽带网络覆盖所有城区、商业楼宇、景区、

乡镇所在地和主要行政村。截至目前，累计建设5G基站

1959处，市区、县城、乡镇覆盖率100%。

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通化

市不断完善“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政务云存储量扩展

至1000T，累计铺设电子政务外网515条，新版全流程审

批系统实现81个乡镇（街道）全覆盖，位居全省第一位。

积极推进政务数据资源归集，累计归集各类政务数据

17.46亿条，编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2033条；与市自然资

源局、市民政局等9部门合作开发服务接口79个，数据链

路不断打通。

积极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实现政务服务

在线化、智能化和便捷化。通化市政务服务大厦在全国

首创“市区深度融合”服务模式，一市两区2000余项政务

服务事项均由综合窗口人员统一接件收件、一市两区部

门分类办理、综窗统一出件发证，实现“24小时自助服

务”“智能导办”和1300余个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数字政府“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引领示范作用

显著。

产业加“数”，融合跃升

全力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倍增效应”，通化市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聚焦数字技术创新应

用，传统产业提质改造、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为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搭建数字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通化市成立数字

经济产业协会，产业布局涉及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电子商务等数字领域，汇聚行

业资源，畅通交流合作，目前已有105家数字企业加入协

会。

以发展医药健康产业和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主攻方向，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修正、东

宝、金马、茂祥、康美等医药企业实现信息技术与研发

设计、生产过程、经营管理、人力资源、营销体系等深度

融合，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精度。通钢自信公司建设

的吉林省医药工业互联网平台，上线注册企业100多

家。东宝集团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完成IT上云、

办公上云升级改造，实现产品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

和个性化定制，共节约投资160余万元，降低运行成本

53万元/年。

与此同时，数字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万峰通化滑雪度

假区启动建设“5G智慧滑雪”项目，通过“5G+AI”技术手

段，打造滑雪过程智能采集、用户互动参与创作等于一体

的沉浸式冰雪运动体验；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智慧校园

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情景体验、数字化实训等方

式，实现在大数据模式下教学与管理的有效统一；建立智

游文旅大数据平台，“通化文旅”APP实现景区、文化场

馆、旅游线路等线上展示，“云呈现”通化魅力。

治理有“数”，“智”治有方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在通化，善治之城更是善“智”

之城，数字赋能打造基层治理新模式，一朵朵“智慧云”，

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数字化技术赋能精细化治理。集成智慧公安、智慧

消防、智慧交通等10余个业务系统的城市综合指挥中心

建设进展顺利。“智慧教育”发展迅速，零极技术落地通

化，打造全国首例分布式教育平台。智慧人防建设项目

成为全国首例配备模块化、信息化及远程控制系统的智

能化人防工程。“数字辉南”建设项目、通化县智慧城管建

设项目、“红色e家”智慧社区APP等一批数字化项目为城

市治理提供数智支撑。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以数字化手段促进信

用信息采集自动化、规范化，通过信用综合服务平台将

“双公示”拓展为“七公示”，特定信用信息归集类别拓展

至水、电、气、不动产、科技研发等领域。以信息化方式推

进信用监管智能化、高效化，依托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系

统，整理分析企业信用信息、评估风险等级、差异化监管，

实现监管方式从“泛化”到“精准化”转变。以平台化服务

助力信用融资优质化、多元化，通过省“信易贷”平台与各

入驻商业银行信用信息互通共享，全市26家金融机构全

部入驻，发布金融产品80余个。

积极推行“互联网+行政执法”。开展行政检查执法

备案改革，实施“执法报备、手机亮证、扫码迎检、事后评

价”，行政检查执法全过程、全链条电子留痕，累计报备行

政检查执法9546次，进一步健全约束机制、规范执法行

为。

不断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智慧城市共筑美好新生活……“数字

通化”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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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大伟 记者李铭）年初以来，通化

市高位推进招商工作，明确全市部门招商责任、

布局现代产业链招商，完善项目谋划、对接、推

进工作机制，全力开辟招商引资新局面。今年

1月至8月，全市招商引资资金到位项目97个，

到位资金237.8亿元，同比增长36.1%。

布局产业链招商。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

商”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市级领导招商引资引领

作用，压实各部门、各县（市、区）招商引资责任，

从产业项目谋划、论证、会商、对接、推动、督查、

考核等环节，明确和落实招商任务分解、招商项

目谋划、招商项目会商确认、招商项目推动落地

等八项机制，促进产业招商形成新氛围、新成

效。

突出高层引领招商。通化市主要领导带队

“走出去”招商，推动华润集团矿泉水生产项目、

华润三九药品品种合作、玉禾田集团智慧城市

管理项目、以岭药业人参研发深加工等项目；赴

德国、奥地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开展经贸

考察、合作交流、投资洽谈等活动，在冰雪、旅

游、医药、葡萄酒、装备制造等领域达成合作成

果。各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北

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开展招商，加速推动大

项目合作进程。

突出活动平台招商。抢抓省活动机遇，强

化与高端企业资源对接，通过“吉林省招商引

资座谈会”“通化市人参产业发展座谈会”“全

球吉商大会”“第十四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等活动，签约项目49个，投资总额341.45亿

元。

突出部门联动招商。通化市商务局积极谋

划开展经贸活动，搭建招商平台，市发改、市文

旅、市金融办、市民政等部门，积极主动参与，赴

北京、杭州、广州等地，与中怡国际集团、幻境集

团、广药集团等企业进行对接洽谈，达成“参蛎

肽”饮品、文旅、医疗器械、医院建设等合作项

目。依托消博会、广交会等活动，联合通化市工

商联组织20户通化企业、30户域外企业，参加

通化市特色产品推介会，联动市直部门、各县

（市、区）开展企业、产品、项目招商。

突出问题导向招商。紧紧围绕本地企业发

展和项目进展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引资本、引技

术、促合作，在赴京津冀经贸活动中，对接促成

中信戴卡股份公司与二道江阿尔凯斯特公司合

作，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中冶二十二局与通钢合

作，有力盘活资源，促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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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铭）产

业奏响富民曲，青山绿水美

如画，屋舍俨然炊烟起，道

路纵横畅四方……夏秋交

替时节，漫步通化县美丽乡

野，如诗美景醉游人，乡村

振兴阔步行，村村有美景、

村村有产业的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蓝图已经照进现实。

眼下，通化县英额布镇

小都岭村鲜食玉米喜获丰

收，成熟饱满的鲜食玉米香

气扑鼻，口感甜糯。

“都是我们一穗一穗采

收的，保证鲜食玉米的最佳

状态。今年种的品种是‘万

糯2000’，已经和通化县丰

禾农产品有限公司签好订

单了。”喜获丰收，销路不

愁，小都岭村村民赵玉刚熟

练地掰下一穗玉米，忙得不

亦乐乎。

近年来，通化县把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工作作

为重中之重，以发展农业特

色产业为重点，形成人参、

鲜食玉米、蓝莓、红松果林、

道地中小药材“五大农业特

色产业”；以打造“南长白山

旅游集散地”为目标，重点

构建“秦汉至东城、红色抗

联路、健康养生地、乡村四

季游”为核心的文旅产业发

展格局；以“全线整治、全面

提升、全域美丽”为主线，全

力推进千村示范创建工作，

已打造完成 36 个示范村，

被授予“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创建示范基地”。

如今，平畴沃野织锦

绣，全县各乡村打造形成了

东品自然生态文化之美、南

尝特产及生态农业之味、西

享生态健康养生乐趣、北寻

东北抗联红色记忆的四大

特色精品路线，农业农村发

展活力持续释放。

“村里的变化大，我们

大家的家里变化也大。快

来看看我家，藤架底下喝茶

纳凉、田园小院养花种菜，

美不美？”在通化县西江镇

太平村，村民刘贵民迫不及

待地向记者展示自家的美丽庭院。

原来，让和美乡村成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

福家园，是通化县创新提出“清拆挪改建管美”七字

工作法，积极整合建设资金，严格按照“九有六无”

标准，实施了绿化美化、农户庭院改造、养殖小区、

农机具和柴草垛堆放场所等相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在修整院子、园子、屋子过程中，采取“农民

投入为主体，镇村引导为重点，政府补贴为辅助”的

投入机制，让农民切实得到实惠。

乡村美景入画来，幸福生活踏歌至。通化县

委、县政府倾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业成

了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了安居乐业的家园，一

幅新时代宜居宜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卷正徐徐

展开。

通化市东昌区：

探索“六好”模式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本报讯（于平 记者李铭 裴虹荐）一直以

来，通化市东昌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工作新路径，推动多方力量在基层凝聚、资

源在基层整合、作用在基层发挥，全力构建党

建引领“六好”模式，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夯好“压舱石”。成立区、乡两级基层治

理服务中心，制定印发《东昌区街道（乡镇）

职责清单》《东昌区街道（乡镇）职责清单配

套“3+1”工作手册（试行）》，街道、乡镇统一

搭建“党群服务、便民服务、行政执法、综合

治理”四个工作平台，打造党群服务中心。

当好“服务员”。推进“一窗受理、集成

服务”改革，推行“一站式”办公，政务大厅进

厅率达92%，全科无差别受理率达71%。探索

建设政务服务驿站，通过融入银行、融入小

区等模式，交织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

盖全域”的政务服务矩阵，实现政务服务“就

近办”“家门口办”。

做好“大管家”。建立区、乡镇街、村（社

区）、网格四级联动机制，实现网格化服务

“多网合一”、全域覆盖。建立基层治理一本

账，发放《通化市东昌区“1+1+N”工作模式工

作纪实》，以最小单元在最前沿、最基层筑牢

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阵地。不断提

高群防群治水平，真正实现全区治安防控

“零盲区”。

答好“物业题”。成立以街道主要领导为

组长，街道物业办及社区书记为组员的物业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形成职责明晰、各负其

责、齐抓共管的物业管理格局。制定物业管

理协商议事机制，确保投诉渠道畅通有序。

打好“民生牌”。深化社会救助领域改

革，推动城乡低保、特困审核确认权下放至

乡（镇）街道，全面提升社会救助服务效率和

效能。升级改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

造老年食堂，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打

造基层工作队伍，充实一线工作力量。

建好“警务室”。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向

警种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转变，合力

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建立完善社区（村）警

务室、警务站，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派出

所”。选派机关民警下派基层，与基层组

织、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开展群防群治，有

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

这个初秋，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金江花海

数百万朵向日葵灼灼而生、朝阳盛开。如油画

般明艳的“金色花海”，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徜徉花海间，嗅鲜花之清香，享田园之静

谧，赏秋色之迷人，谈收获之喜悦，美好浪漫，轻

松自在。 张铁兵 摄

秋日限定！邂逅通化“金色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