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再 检 查 一 次 ”
本报记者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9月28日，天刚亮，白山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

理中心副主任张传武就来到国道丹阿线三道沟至

错草段。“今天是建成通车的日子，最后再检查一

次。”记者接过他递来的安全帽，跟随他的脚步踏

上“最后的巡路之旅”。

国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G331）三道沟至错草

段，路线全长30.6公里，总投资9.05亿元，新建大

桥13座、中桥1座、隧道3座、棚洞6处，是打通国

道丹东至阿勒泰公路（G331）吉林省内瓶颈路段的

关键一环。

再次来到工地，车行平稳缓慢。坐在副驾驶

的张传武不放过一丝细节，每到关键地段都会下

车仔细查看，检查护栏、棚洞、大桥情况……

“虽然已经检查过无数次，但再看一眼这段公

路，放心又高兴。”站在大砬子沟大桥上，张传武感

慨万千。错三线共新建14座桥梁，其中今年项目

施工难度最大的是两座涉水桥和一座钢构桥，由

于云峰库区高水位运行对桥梁施工造成了极大的

障碍。库区每年可以施工的窗口期仅仅3个月左

右，都是在春寒料峭的时节，最高水位到可以作业

位置水深达23米。今年，施工单位抢抓春节水位

较低的黄金窗口期，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保安全，

提前一个月完成施工任务，为全线通车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公路沿着鸭绿江修建，五彩缤纷的山林、碧波

荡漾的江水，美不胜收。“在加快施工的同时，我们

更加注重沿路的生态保护和修复，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严格实施生态修复，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建

设全过程。”张传武手指岩石坡面长出的小草说。

基质复绿不仅能起到美化和绿化的效果，还能防

止岩石滑落的风险，这也是该项目绿色、环保关键

内容之一。

为深入推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建设单位

还在沿线精心设计打造了4处观景台，通过播种紫

穗槐、爬藤葛根等绿植为公路沿线增添亮点。

车辆最终到达该项目的终点。“沿着鸭绿江行

驶，青山在旁、绿水为伴，这里的一草一木，真让人

着迷。‘最后的检验’让我重新欣赏路上的美景。”

已经在这里工作五年的张传武，每次行驶在公路

上，都会被沿线风景迷住。

蜿蜒的公路、五彩斑斓的山峰、飞越江面的

大桥、缓缓流动的江水，驻足停留间，让人流连

忘返。公路上，来自省内外的旅游车辆络绎不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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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奔涌而来的鸭绿江，原本在山脚下

拐了一个大弯。随着泥沙堆积、沉淀，便有了

如今土地肥沃、窝风向阳的临江市大栗子街

道望江村。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

望江村大力发展特色棚膜经济，尤其以蜜汁

葡萄、无公害蔬菜、桃李为主的“望江果蔬”在

本地享有盛名，成为“临江菜篮子”。全村有

村民758人、耕地1550亩，仅日光大棚就有

300余栋。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 心中有心中有““数数””

“我们的蜜汁葡萄都是订单式收购，有经

纪人上门洽谈，村民不出村就能销售一空。”

村党支部书记王福江自豪地说。

以前的望江村葡萄种植面积不到300

亩，产量只有80多万斤，种植的“黑莲子”产

量低、口感差、价格低，加之粗放式管理，群众

增收困难。

为解决这一问题，村委组织人员先后到

吉林农大、吉林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学习葡萄

栽培技术，带回了优良品种进行培育，打造了

远近驰名的“望江蜜汁葡萄”。随着葡萄种植

面积的扩大，村集体多方筹措资金建设冷库，

为村民储藏果蔬延迟上市时间，实现利润最

大化。

2021年8月，该村建设完成数字农业溯

源系统，通过农产品溯源系统管理平台，全流

程展现农产品种植过程，建立完善的农产品

档案，消费者通过扫码就可以查询到产品相

关信息，实现对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溯源，

了解产品种植的前世今生。

如今，望江村葡萄种植面积达500亩，年

产量230多万斤，年收益1200余万元。同时，

该村入股白马浪酒庄建设葡萄深加工项目，

生产冰纯葡萄汁、白葡萄汁、蜜汁葡萄汁等三

个系列产品，村集体从榨汁厂年均收益分红

5万元。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宜居宜业宜居宜业

美丽乡村才能承载最美乡愁。走在望江

村干净整洁的村路上，听到村民说得最多的

话就是：“如今的农村环境真是好。”

结合“千村示范”创建，望江村实行农户

积分制管理，以积分方式对农户进行评比，全

村掀起了比、学、赶、超的创建热潮，为实现村

强、民福、美丽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整洁的房子、干净的街道，还有绿树红

花，生活环境好了，村民干起活来更有劲了。

修缮排水渠、建设新围墙、安装路灯，新

建葡萄采摘长廊、凉亭和文化休闲广场。村

民自发组建秧歌队，每到黄昏,人们就聚集在

一起扭起欢快的大秧歌。

助农帮农助农帮农 兴边富民兴边富民

“我们村民从之前的‘土专家’变成了新

时代的新农民。”大栗子街道副主任吕家良

说。虽然村民有着几十年种植经验，但大多

都是“土办法”“土经验”。村委为了帮助农民

发展现代化特色产业种植，多次组织村民到

长春、吉林、通化等地学习棚膜技术、果蔬种

植经验。

村党支部不仅在技术上支持村民，还通

过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棚膜经济，将“旺江优

品”品牌持续发展壮大。支部领办合作社流

转土地7亩，新建现代化保暖式大棚4座.此

类大棚比普通日光大棚产品早上市一个月左

右，在填补临江市早春应季蔬菜供应空白的

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和就业岗位，促进

人口回流。

白山市：打造服务品牌 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王雪辉 记者金泽文 实习生高源）

通过“一个环境”“两个直通车”“三支队伍”“四大

平台”“五个提升”，白山市力促行政审批简而再

简，服务企业发展好上加好，优化扶持政策实而

更实，全力打造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打

造服务品牌，为优化营商环境持续聚力。

创优“一个环境”。出台《白山市关于优化营

商环境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

意见》，将法治营商环境建设作为背景，牢牢把握

作风建设和主动服务两个“关键点”，推动教育引

导、政企沟通、职能转变、改进作风、强化监督

等。今年以来，为中小企业化解拖欠账款问题

13起，解决拖欠资金1322.91万元，办结率及企

业满意率均保持100%。

打造“两个直通车”。惠企政策“直通车”。

出台《白山市推进惠企政策直通车工程建设的实

施方案》，采取“互联网+政策宣传”的模式，通过

白山市政府门户网站、白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站、“信易贷”平台等多种途径集中宣传，提高政

策覆盖率和知晓率。在“白山营商365”APP上设

置惠企政策专栏，方便企业人员随时查阅和研

究。截至目前，累计发布各类惠企政策及营商要

闻250余条，“信易贷”平台帮助企业累计授信金

额32亿余元，全市累计完成交易项目627个，成

交金额47亿余元。诉求解决“直通车”。发布

《白山市推进诉求解决直通车工程建设实施方

案》，充分利用营商环境智能管理平台、营商环境

热线、“白山营商365”APP和其他涉商部门网站

等渠道，搭建公众号、小程序等综合沟通平台，进

一步畅通企业诉求沟通渠道，切实解决企业生产

经营和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帮助企业

破瓶颈、促发展。今年以来，共受理营商环境投

诉案件25件，得到企业、群众的好评。

创建“三支队伍”。创建项目建设“零跑腿”

队伍。开辟工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落实紧急

事项帮办代办服务，通过项目“零跑腿”队伍无偿

为城区内招商引资企业、重点投资项目和市直规

模以上企业提供保姆式“一对一”帮办服务，现已

为87个项目实行“零跑腿”帮办服务，实现工程

项目审批通过率和企业满意率100%。创建政务

服务“帮帮团”。实施领办代办帮办服务，设置老

年人等特殊人群绿色通道、免费复印中心和免费

邮寄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截至目

前，已开展政务服务“帮帮团”3600余次，深受办

事群众和企业赞扬。创建“我为企业办实事”惠

企服务队伍。以“我为企业办实事”活动为载体，

通过对各领域企业定期开展全方位走访调研，真

正建立起一套“有问题、真解决、见成效”的快速

反应工作机制。今年以来，先后深入各地企业开

展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

解企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和难点问题并进行分

类梳理，及时跟踪协调处置，帮助企业解决销售

渠道、招工用工、生产运营、项目推进等实际困

难。

搭建“四大平台”。搭建政务服务平台。通

过公共资源招投标、全流程审批和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等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简化申报材料，优

化办事流程、细化办事指南，积极推动更多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可办、全程网办。目前，全市网上

可办政务服务事项达到1695项，占比92.4%。搭

建营商环境案件查处一体化平台。建立完善营

商环境问题线索查处机制，聚集各方力量，形成

监督合力。立足企业普遍关注的“不履行契约”

“四乱”“四不作为”等破坏营商环境问题，坚持有

反映就调查、有问题就处理，不手软、不姑息，为

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今年以来，为企业群众解决

相关诉求困难25起。搭建行政检查执法备案智

能管理平台。积极推广使用“我要执法”手机

APP，落实行政检查执法备案制度，确保行政检查

执法过程透明化、阳光化，使整个行政检查执法

全过程、全链条可追溯。截至目前，全市行政检

查执法报备业务管理系统共报备7368次行政检

查，充分做到部门覆盖率、人员覆盖率、APP使用

率、检查任务覆盖率四个“100%”。搭建红色孵化

基地“一站式”便企服务平台。制定《关于长白山

红色孵化基地政务服务建设的实施方案》，充分

发挥政务服务、诚信建设、项目审批、营商环境提

升、数字化支撑等职能作用，积极打造“强基助

企”党建品牌。全面整合各类企业开办、项目审

批、社会化服务等高频事项，打造新型企业孵化

平台，探索破解新业态和“小个专”党建工作难

题。截至目前，共梳理出全市涉企政务服务事项

1217项，其中涉企高频次政务服务事项417项。

统筹开展进驻工作人员业务培训3次，进一步提

高工作人员服务水平和能力。

推动“五个提升”。“四减”优化促提升。大力

推进政务服务“一门、一网、一窗、一次”改革，通

过减环节、减时限、减费用、减材料，推动审批服

务提速增效，解决投资企业办事难、办事繁、办事

慢等问题。目前，全市政务服务事项总数为

1762项，进厅数为1742项，占比98.8%。“无差别

受理”事项总数为1286项，占比73.6%、同比提升

3.9%。“五办”服务促提升。持续推行一次办、马

上办、就近办、网上办、自助办“五办服务”，实现

即来即办、尽快办结，提高政务服务精准性。目

前，全市整体压缩审批时限87.23%，即办件比率

达64.58%。全市1752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占比99.4%，136个高频事项实现“跨

省通办”。便民便企“两便利”促提升。发挥

12345热线平台与市政府门户网站资源优势，持

续落实“询诉帮办”工作机制，已录入热线知识库

便民利企知识点5873条，及时解答群众企业提

出的咨询类问题，即时解答率提升至90%以上。

年初以来，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联合市直相关部

门制作在线访谈16期，高效解读便民利企政策，

提高群众企业办事服务知晓度。强化城市信用

建设促提升。围绕全国城市信用监测指标任务，

通过持续健全信用制度体系，完善信用综合服务

平台，发挥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作用等举

措，加大诚信文化宣传力度，促进白山市信用监

测排名稳步提升。今年以来，白山市综合信用最

好排名在全国261个地级市中位居第22位，东北

地区排名第4位，创历史最好成绩。“数据跑腿”

共享应用促提升。发布《2023年白山市“电子证

照点亮计划”数据共享专项攻坚实施方案》，结合

“首席数据官”制度优势，全面加强对电子证照数

据管理的科学谋划、统筹协调。重点梳理认领

395项电子证照的部门、证照名称、证照类型代

码等19方面情况，为实现“多表合一、一表申请”

“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奠定基础。

沈白高铁吉林段沈白高铁吉林段TJ-TJ-66标标88座桥梁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座桥梁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本报讯（杨景霜 陈扬 记者金泽文）10月 6

日，由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承建的沈白高铁吉林段

TJ-6标湾沟特大桥施工现场机声隆隆，随着单线

简支梁的最后156立方米混凝土浇筑完毕，标志

着特大桥顺利贯通。至此，该标段的8座桥梁主

体工程全部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沈白高铁吉林段TJ-6标，地处长白山区，极

端最低气温零下38.4℃，最大冻结深度1.8米，最

大积雪深达0.62米。沿线穿越森林保护区，地形

起伏、沟谷纵横，地质结构十分复杂。“我们施工

管段的8座桥梁，分别跨越既有浑白铁路、公路、

河道、水库等，周边环境敏感点多，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严格，全年有效施工期短，作业条件复杂，质

量要求高，安全风险叠加，给施工带来极大难度

和挑战。”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沈白高铁项目部经

理唐廷辉说。

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全体参建职工抢前抓

早、攻坚克难，围绕桥梁跨路、涉水、施工环境差，

挂篮悬灌法、支架法以及移动模架法等施工工艺

复杂，道岔连续梁、悬灌法施工连续梁、支架法现

浇简支梁种类繁多等重点难点环节，科学编制施

工组织方案、专项应急预案，开展技术培训，举办

专家论证会，深入现场开展联合攻关。以保安

全、保质量、保工期、保信誉为目标，明确任务图、

时间表，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牢牢把握桩基

施工、跨线高空作业、混凝土浇筑、桥

梁张拉、注浆等关键环节，不断优

化施工方案，动态调整施工顺

序，工期节点细化到天，责任到

人。通过采取“大平行、小流

水”作业方法，确保了各分项

工程的协调配合、齐头并进，安

全、优质、高效地完成了8座大

桥的主体施工任务。

一堂生动的党课
本报记者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长白山下的吉林省林海雪原饮品有限公司会

议室里，一幅幅冰雪画卷上，东北抗联将士爬冰卧

雪，与侵略者英勇战斗，展示出坚定的信仰信念、

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激起围观的

员工们阵阵共鸣。

由省委党史与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画

家赵明仁创作的《人民英雄杨靖宇》组画长达100

多米，描绘了东北抗联主要创建人杨靖宇将军领

导战士抗击侵略者，在白山松水间与敌人进行艰

苦卓绝斗争，最终壮烈殉国的历史。整幅画作气

势恢宏，犹如滔滔的松花江水澎湃激越，向大地述

说着一首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表达了对杨靖宇

将军的深切缅怀。该组画耗费了赵明仁及弟子孙

立民一年半的心血，但赵明仁却觉得是上了一年

半的党课，在创作的同时，与英雄更加贴近，培育

出浓厚的英雄情结。

在随后举办的党课上，林海雪原公司员工通

过大屏幕观看了完整的《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组

画，同时赵明仁通过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如何画好

这幅画、东北抗联精神与信仰的力量三个方面形

象生动、深入浅出地讲了一堂有“画面”的爱国主

义教育党课。党课生动活泼，深深打动了每一位

干部职工的心，大家纷纷表示，在东北抗联精神指

引下，爱岗敬业，全力推动企业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

望江村里果蔬香
本报记者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白山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深入辖区内重点纳税企业，介绍税收违法黑名单及联合惩戒制
度相关情况，引导企业树立诚信意识。 丁孝波 张海波 摄

沈白高铁汤河2号大桥完成“空中握手”。杨景霜 陈扬 摄

日前，白山市图书
馆、群众艺术馆组织馨海
艺术团、老年大学戏曲班、
山如画摩托队走访慰问七
道江敬老院，为老人们表
演舞蹈、戏曲联唱，群口快
板等节目，博得了阵阵掌
声，敬老院里充满浓浓的
暖意。 朱景坤 摄

▲

▲沈白高铁跨201国道大桥。
杨景霜 陈扬 摄

10月10，由白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的长白山之秋户外赏金秋徒步大会举行。健步
走爱好者们沐浴着阳光，观赏秋景，一路欢歌笑语。 本报记者 金泽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