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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首家三甲中医院揭牌
本报讯（记者金泽文 实习生高源）10月 26日，白山市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揭牌，助力该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驶入

“快车道”。

1978年建院以来，白山市中医院秉承“广施仁术 福泽

民众”的办院宗旨，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通过移址新建、开发

新技术、优化诊疗模式、引进高层次人才、升级诊疗设施设

备等方式，加强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做优做强骨伤、脑病、心

病、康复、糖尿病、老年病以及针灸、推拿等专科，医疗服务

综合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安

全、便捷的健康医疗保障。

近年来，白山市以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为引领，

依托道地医药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加快引进优质企业，构

建医药康养产业体系，全方位建设中医药强市，提升人民群

众健康水平。

以资源为本、医疗为体，白山市积极实施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工程，大力加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三甲中医院建

设，加速创建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基地，建立长白山中医药游

学研学基地，擦亮中医药品牌，打造中医药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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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浩宇 刘伟胜）白山市江源区多措并举，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开展“解剖式”检

查，进行“靶向式”整改，全面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域内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不等不靠，从快落实。全区14个工作专班主动认

领任务，细化分解本领域工作方案，谋划重点整治内

容。同时，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制定了《监督考核

方案》，对5个镇（街）、8个行政管理部门干部和驻矿包

保等工作人员履职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实行“日调度、

日通报、周点评、月上会”制度，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开

设系列专题专栏，不断提升“百日攻坚”行动的知晓率

和覆盖面。

突出重点，严格排查。各镇（街）、部门深入企业

388户，排查一般隐患214项，整改完成131项，其余83

项限期整改并落实管控措施。10个镇（街）围绕本辖

区重点行业领域检查企业254户，排查隐患95项，立

即整改56项，限期整改39项。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该区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制作警示

教育片，深入矿山企业开展警示教育，并开展专题学

习，设立群众举报平台，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

白山被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本报讯（记者蔡冲春 金泽文 实习生高源）10月 29日，

在成都市举行的第三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与农产

品经销企业对接活动中，白山市作为农业农村部第三批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整市创建单位，被正式命名为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如红玛瑙般的草莓、挂着霜的高山蓝莓、清香甘美的蜜

汁葡萄、白白胖胖的人参、软糯甘甜的黏玉米、清香爽口的

松子榛子……按照时序，一幕幕丰收的场景在白山大地上

展现，欢声笑语在田野间回荡。

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的重要源泉，是做

强绿色产业、加快建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的重要基石，

对于提升白山市形象、打造长白山区域品牌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自申请创建以来，白山市锚定整市创建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市目标，围绕新修订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宣

传贯彻落实，持续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控药残、促提

升”三年行动，加大食用农、畜、水产品重点品种治理，严厉

打击食用农、畜、水产品种植养殖环节违法使用和非法添加

禁限用农兽水产用药行为，以生产源头治理为起点，加强产

销全程监管，确保品质提升，让人民群众吃得饱、吃得好、吃

得放心。

探索新路子，培养“特长生”。依托丰富的特色资源，该

市围绕参、蛙、菌、药、菜、牧、果、蜂、渔等产业板块，因地制宜

开展差异化实践，探索新路子，培养一批“特长生”，形成了以

人参为主体、特色种植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的“一主多元”农业

布局。培育生态提质、绿色增效、持续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

新动能，打造人参、食药用菌、蓝莓和椴树蜜四大优势产业体

系。重点培育50个“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示范村，推进产业

集群重点项目，形成抚松、靖宇和长白的人参、中药材产业

带，抚松、长白和江源的食药用菌产业带，靖宇、抚松和浑江

的蓝莓产业带，抚松、长白和临江的蜂蜜产业带。

开启新模式，加速现代化。在“产学研协同+科技创新

赋能”的抚松人参模式中，抚松县与吉林大学共建抚松长白

山资源与健康研究院，与中国农科院、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长春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开展科研合作，实

现了人参由简单粗制向精深加工转变。在“高科技园区+规

模化农业”的临江通林模式中，临江通林菌业有限公司以

“农村合作社+村集体+农户”为主的黑木耳种植推广，辐射

带动2000人种植采收。

网格化监管，质量可追溯。组建了市、县、乡、村四级网

格化监管队伍，各级监管人员公示牌板、监管责任、工作任务

全部公示上墙，并按照责任分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监管人员、协管员682人，其中市级

监管人员5人、县级监管人员16人、乡镇监管人员58人、村级

协管员503人。全市各乡镇均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快检室，

定期开展监管巡查和快速检测，监管覆盖面达到100%。在全

市范围内建立了食用农产品电子合格证制度，实行“网上溯

源+承诺达标合格证”合二为一的开具模式。截至目前，全市

共有1374家生产主体实行电子合格证制度，“二品一标”（绿

色产品、有机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生产企业、省级以

上“龙头”农产品生产企业已全部录入监管平台，实现应录尽

录，确保产出食用农、畜、水产品带证上市。

整合资源，打造品牌。围绕参、蛙、菌、药、菜、牧、果、

蜂、渔等九大产业集群，聚焦白山蓝莓、抚松人参、白山黑

耳、白山椴树蜜四大区域品牌建设，打造长白山新型“生态、

健康、绿色”食品品牌。全市产出的“三品一标”“名特优新”

农产品全部标注上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出品的标签，进

一步擦亮、打响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的品牌，在品质

上抓住消费者的心，持续提升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

在消费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形成牢固的品牌影响

力，让当地的农产品体现价值、卖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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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于 灵 童 陈 重
任）近年来，人民银行白山

市分行聚焦金融支持乡村

振兴 ，通过构建农村信用

“三大体系”、撬动金融支持

杠杆、做好“三信”评定工

作、发挥信用信息平台优势

等措施，推动政银联合打出

“组合拳”。截至 9 月末，白

山 地 区 涉 农 贷 款 余 额

324.96亿元。

构建“三大体系”，农村

信用体系全覆盖。建立“边

沉到底”组织体系。该行积

极沟通协调地方政府部门，

成立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横向覆盖

所有市直部门，纵向贯通各

社区、乡（镇）街道、村委会

等，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

“以诚引航”宣传体系。联

合成员单位、金融机构开展

宣传教育，打造“以诚引航、

信用白山”城市品牌。涉农

金融机构根据行业主管部

门联合推荐名单，考察企业

经营效益、贷款守约还款等

情况，选树立信企业。临江

市选定农夫山泉临江长白

山饮用水有限公司、临江市

刚意纸塑制品包装有限公

司等 12 户企业为首批金融

立信公司，在贷款审批、利

率、期限等方面给予政策优

惠。建立“协同联动”评价

体系。对金融信息和 27 个

领域政务信息开展公共信

用综合评价，建立“金融+公

共服务机构”评定模式，在

政务服务 、融资授信等领

域 ，拓展应用信用评价结

果，守信企业和个人可获得

政策优惠。

“整村授信+”模式，撬

动金融支持杠杆。构建“整

村授信+支农再贷款+N”模

式,以整村授信为基础条

件，发挥再贷款的低成本优

势和资金引导作用，促进生

态环境建设和乡村振兴良

性互动。印发《关于在全市

开展整村授信工作的指导

意见》，引导涉农信贷机构

完善“信用村、信用户”评价

标准。截至 9 月末，更新和

建档 3.29 万户农户信息。

选取临江市为试点，建立“整村授信+支农再贷款+绿

色信贷+核心企业+农户”模式，指导临江农商行按照

“一村一策”，累计完成8677户农户精准授信，授信额

度近 2.1 亿元；利用支农再贷款 1.4 亿元，撬动自有

资金2.22亿元，实现贷款投放3.62亿元。

评定“三农”信用，信用价值变“真金白银”。该

行引导涉农金融机构依托“三信”评定结果，建立完

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细化农户信用等级

评定，核定个人授信额度，加大无担保、无抵押小额

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针对不同信用等级农户，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在授信额度、审批权限、适用利率、

服务种类等方面，给予差别化优惠政策。动态管理

涉农企业和农户的信用等级，对信用不良者予以限

制，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截至 9

月末，累计投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2.28 万笔、20.61

亿元，同比增加 6971 笔、8.16 亿元，惠及农户 4283

户，同比增加1068户。

发挥融资平台优势，加大服务创新力度。他们

依托动产融资抵押登记公示系统和中征应收账款

融资服务平台，结合人参、肉牛等产业发展优势，加

大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力度 ，指导辖区银行机构将

动产融资业务范围从“应收账款”拓展至“专利权

质押”“人参存货质押”“肉牛活体抵押”等方面，推

动“资源-资产-资金-资本”顺利转化。截至 9月末，

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注册用户 140 户，开通

108 户，实现融资 130 笔，融资金额 38.04 亿元；当年

新增动产登记业务 423 笔、新增登记资产金额 20.68

亿元。协调市金融办、政数局等政府部门，发挥“吉

企银通”融资平台效能，促进银企融资需求对接。

自2021年平台上线以来，入驻企业 906 家，受理融资

需求 1459 笔、51.56 亿元，发放贷款 1108 笔、39.04

亿元。

江源区: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

本报讯（王浩宇）11月 1日上午，随着沈白高铁枫叶岭

隧道一号斜井大里程最后一次爆破完成，标志着10565米长

的枫叶岭隧道全隧贯通。

沈白高铁自沈阳北站引出，途经抚顺市、通化市、白山市、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终到长白山站，正线全长430.1公里，设计

时速350公里。其中由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吉林

先开段位于白山市江源区境内，线路长度23.98公里。其中隧

道2座，长度23.3公里，占线路全长的97.16%。枫叶岭隧道是

全线第三长大隧道，最大埋深370米，属高风险长大隧道。由

于隧址区地质复杂，穿越2条断层破碎带，470米浅埋段，穿过

1段长达6803米的岩溶区。同时，地下水极为丰富，隧道涌水

量单日最高达15.7万立方米，严重阻碍工程建设。

开工建设以来，中铁十二局克服浅埋、岩溶、缓倾层、涌

水等各种困难，顺利完成枫叶岭隧道掘进任务，为全线通车

奠定坚实基础。

沈白高铁的建设，是完善东北区域快速客运网络布局，

构建东北东部铁路快速通道的需要，是加快沿线城市城镇

化进程，拉近与哈尔滨、长春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时空距

离的需要，对带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和产业优化升级、提升

沿线旅游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沈白高铁枫叶岭万米隧道贯通沈白高铁枫叶岭万米隧道贯通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信访局：

构 建 多 元 解 纷 格 局
本报讯（记者金泽文 实习生高源）近年来，长白朝鲜

族自治县信访局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以健全长效机制

为主线，走进群众，察民情、听民意，组织各族群众和各行

业志愿者合力化解基层纠纷，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具有长白特色的民族融合新经验。

2021-2022 年荣获“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称号，2022年荣

获“全国信访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创新机制，多元化解矛盾纠纷。2022 年 9月，马鹿沟

镇接到县信联办交办的土地纠纷信访案件。工作人员立

即到十八道沟村接访 72 岁老人王某，现场进行调解调

查。向王某详细介绍了《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并耐心做王

某的思想工作，最终平息了土地纠纷。长白县信访局坚持

和发展“枫桥经验”，把传统单一的调解模式转化为多元化

解格局，筑牢纠纷排查防线。坚持“调防结合，预防为主”，

推进落实“枫桥经验”成果的运用。建立乡镇信访联席会

议制度，充分发挥乡镇信访联席会议协调职能，全面构建

既各自发挥职能，又有机配合、相互补充的工作机制，迅

速、及时、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发挥优势，“信访帮客”解纷息争。2021 年 7月，十二

道沟村村民毕某（听力障碍患者且佩戴有助听器）与他人

就赔偿助听器一事产生分歧。镇“信访帮客”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提出了赔偿方案，双方当事人接受赔偿方案，握手

言和，达成协议。长白县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发动

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发挥各级“信访

帮客”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优势，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

纷。

提升素质，贴心服务暖民心。近日，朴某将一面写有

“为民办实事，协调解民忧”的锦旗送到县信访局，对他们认

真履职，为民解难，使其合理诉求得到圆满解决表示衷心感

谢。今年3月，朴某来到县信访局反映其工作调转手续缺

失而无法办理退休的问题，请求协调处理。由于朴某是朝

鲜族，汉语表达不清，急得满头大汗，工作人员立即协调精

通熟悉社保业务的朝鲜族“信访帮客”赶到现场，用朝语耐

心细致地向其解释相关政策，并帮助其联系相关部门，最终

朴某的诉求得到圆满解决。

为打造高素质信访队伍，提升初访化解能力，长白县

信访局积极创建学习型机关，重点培养高素质的双语信访

工作队伍。邀请专业朝语教师对信访干部进行双语培训，

提升朝语口语水平，有效提升了工作人员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的民族融合服务能力和水平。


